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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小俊（生于 1954） 

松涧之声 

约一九九〇年代早期作 

水墨设色纸本 立轴 

135.2 x 64.1厘米 

款识：小俊。钤印：「曾小俊」。 

来源：直接购自艺术家 

展览：美国，纽约，L. J. Wender Fine Chinese Paintings，曾小俊画集，一九九六

年，图录编号 27，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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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小俊的画给人的第一印像是中国传统书法笔触所表现出的浑厚而强大的潜在能量。精鉴

奇枝异木，善藏古典中式家具与文人清玩，在他投入创作时擅用细腻精致的笔触探索人与

自然间的亲密关系，追求当代文人的理型。师法宋代范宽和郭熙的巨幅山水画，明代画家

沈周和文征明的文人山水。观看十七世纪髡残迥异于以往山水画的新法，和二十世纪黄宾

虹的笔调。对中国古代家具、供石、文人清玩的钻研和热爱进一步陶冶曾小俊的思想和精

神。受传统文人文化的熏陶，曾小俊滋长出独特的个人风格和创造力。他领悟到笔端染的

除了水墨外还要有精神。兼容技法和精神才能写出有深度的作品。下笔有神才能为画作注

入生命，形成艺术的精髓。 

 

 

曾小俊 1954 年出生于北京。1977年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这是文革期间停办后的第一

届新生，竞争非常激烈。经过严格的考试，曾小俊被特艺壁画系录取，同时学习中国及西

方绘画。他于 1981 年毕业，1983年移居美国。在美国，他经常参加各种画展，多次获奖

并获得评论界的称赞，他的作品也广泛为个人和博物馆收藏。1997年回到北京居住。曾小

俊的画室位于北京旧城区一座传统四合院的围墙内。他的古董画桌上摆满了古代文人墨客

收藏的文玩。背景音乐是“新时代”。在这样环境中，曾小俊感到最自在，他最近的作品

表达了自信和勇气。虽然扎根于当代世界，曾小俊在绘画时却往传统寻找灵感。他创造了

看待旧主题的新方式，以及捕捉自然世界的新表达方式。曾小俊的绘画达到了在他这个年

龄很少有艺术家能达到的成熟和精致。他的作品曾在国内外展出，包括在波士顿美术博物

馆举办的“新墨：中国传统的十种不同”。 

 

 

画家的话-曾小俊 

年轻的时候，我试图通过素描捕捉我所看到的一切。仿如一座大山挡在我面前，越看它，

它显得越充实和迷人。然后我开始学习中国水墨画。那时我们的资源有限，只有自然可以

写生。很简单，没有杂念，那时我相信自己是注定当画家的。有一次我在贵州的一个偏远

村落，右手拿着两支毛笔，一支用来勾勒轮廓，另一支作水墨渲染，画村庄、村舍、村妇

和孩子。纸上的村庄对我来说就像原来的土地一样熟悉。那一刻我才明白，宋元山水画的

不仅仅是人与环境的互动，而是对人的灵魂的礼赞。 

 

我一直缅怀古老村庄，尽管我并没有真正住在那里，也许是因为我对传统的热爱。几十年

来，我专注绘画山水、树木和石头，从速写到写意，再到抽象，再回到写意。吸引我的画

面是那些让我入迷至忘我的。作为一个画家，我开始向往永恒。对我来说，艺术是一棵树

，叶会落，根仍深。新叶从旧破口中长出，叶会变会枯萎，但根永远在。我努力开拓新的

领域，但发现自己在原来的位置根深叶茂。这不是穿越，而是复兴传统。 

 

一向流行反传统，而我不管怎么说却喜欢回到传统。我试图从看似扑朔迷离的现实中捕捉

到自然的本质。问题是哪个是真：看到的或是感觉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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