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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矿物手绘探索未来艺术超构建�
王啸然�葛若雯�

天津商业大学艺术学院，中国·天津��������

摘�要

为了能兼顾矿物原石的自身艺术价值与艺术表达上的自由，必须重拾绘画这一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创作手段的定义，并且通过
哲学、宗教等角度探索全新的方法论将矿物原石与艺术创作形成科学与绘画的有机体，这种探索的过程我们称之为“艺术超
构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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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矿物手绘在国际上已有百年历史，矿物手绘家们通过不

同的艺术语言与绘画材料描绘了内心矿物晶体的样子，矿物

的艺术之美经过艺术家的画笔总结出全新的艺术模式，在以

往对于静物或景物描写方面虽然在整体表达思路上有异曲同

工之妙。但是，矿物手绘和其他手绘有两个本质区别：一是

矿物手绘是迎合矿物市场而发展出独有产物，它介于工艺品

与艺术品之间，它的艺术价值是在商业价值和科普价值的前

提下得以进一步提炼的；二是矿物手绘在艺术创作方面很难

超越于矿物本身的整体艺术结构，简单来讲就是矿物手绘无

论以何种方式去绘画本身都不能偏离矿物自身的艺术特点，

如图 �所示。中国在矿物手绘方兴未艾，一方面受制于摄影

技术的蓬勃发展和艺术空间发挥的限制致使在矿物手绘方面

的创作上鲜有业内人士问津；另一方面个别画作散落于街头

巷尾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家，其创作也无异于剔牙买单后的笑

谈。在条条框框的限制中和看似并不清晰的未来如何以矿物

手绘为圈层，探索一条全新的艺术道路正是笔者及团队成员

的研究方向。

图 ��手绘矿物：砷铅矿 &钼铅矿（����葛若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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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致广大而尽精微

去过矿洞或者参加过矿物原石展览的人一定有过这样的

感受，就是在巨大的矿物原石面前人们感叹它的壮观，在微

观世界我们惊讶于小而美的惊艳。实际上除了矿物外，很多

自然界的风景之所以能让人类感到惊讶，就是来自于自然自

我生长的一种看似错综复杂，实则井然有序的内在秩序，这

种秩序就是让所有矿物标本能在不同角度下绽放其艺术价值

的重要前提。一种看似混沌实则高度复杂有序的且不断生长

变化的有机整体，任何微弱的改变都能引起后来矿物形成的

颠覆式变化，而大量的微弱变化也似乎在一种极为高度有序

的复杂秩序中进行，最重要的是当各个元素融入大背景后，

一切变得出乎意料而又美妙绝伦 [�]。

图 ��海蓝宝、黑碧玺与长石共生

在我们所绘画过的矿物中，共生矿物最让团队爱不释手，

在许多共生矿物中，像油胆水晶、黑碧玺与长石生长出的海

蓝宝，如图 �所示。黄铁矿中的祖母绿等这些矿物今天看来

并不足为奇，但如果把这些共生矿物重新归类或返还到原来

的矿物生长的矿床上，许多可以称之为是矿物界的“黑天鹅”，

如果用钟形曲线的思维去思考，往往会忽略“黑天鹅”事件

的发生，但是矿物世界的精彩在于它能不断的孕育大量的“黑

天鹅”，这是科学和统计学无法预测的，实际上矿物原石能

生长出千奇百怪的样子就揭示了大自然孕育并催生黑天鹅事

件的能力，而这些“黑天鹅”般的共生矿物能独立的生长还

不破坏整体的环境就是一种将一切不和谐融入和谐而产生出

的有机共同体，如图 �所示。

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创作者必须让矿物原石与绘画的整

体设计和所有细枝末节保持足够紧密的联系，一种在高度理

性指导下的感性发挥——致广大而尽精微 [�]。

图 ��恐龙蛋内部结晶�

3�“无为”思想与敬畏自然

人类的内心世界往往与自然相反——看似井然有序，实

则一团乱麻，很多人思考我该去做点儿什么，而不是思考我

不该去做什么，实际上艺术家们也有这样想要有所为的冲动，

且不自知。而在创作的过程中，在尝试过传统的创作路径以

后，团队意识到其表现的核心并不一定是要加以艺术处理的，

于是我们开始尝试以一种“无为”的哲学思想去指导创作，

与其努力地去表达不如尝试去客观的反馈。

照相技术的出现，曾大大打击了艺术家的信心，因为照

相技术比绘画更客观、更真实、更及时，但是在我们创作探

索的过程中，更受照相技术的启发，思考如何在逼近照相还

原的奇点上引发艺术创作的“第二曲线”。在早期的大量作

品创作中，我们始终用一种非常卑微的甚至看似并不足够有

艺术价值的手段去创作，就是临摹照片，这种结果无疑在大

众的视野里形成了具有“画的真像”的评论，同时图像处理

的技术引发了我们对于基于临摹相片在艺术价值生产上是否

可以产出“第二曲线”的思考。图像处理实际上是一种基于

数字化记录的主观改造，但只要是主观的，就目前来讲还没

有绘画能表达得更直观。

在创作的过程中，对于晶型的线条可以通过不同绘画素

材的变化加强晶型的生长纹理的线条感，如图 �所示。在许

多金属类矿物上，通过直接加重颜料的厚度和画布或画纸的

渗透程度来诠释矿物的重量，而所有“第二曲线”的爆发，

必须要遵循两点原则：一是保持着一种“无为”的理性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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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对大自然的敬畏。在“无为”的哲学思想指引下，要确

保在创作初期不过分表达每一处，要做到足够客观的反馈实

物。同时，在上一节中提到大自然善于孕育“黑天鹅”，每

一件藏品之所以能在数以万计的标本中脱颖而出必然是矿物

某一品种中甚至是整个矿物世界中的“黑天鹅”，要学会仔

细观察并只选择一处来极端突出的去表达。

图 ��黄水晶与镜铁矿共生

随着探索的逐渐深入，有时不同的矿物会在画笔下形成

自己的艺术语言，这正如自然的生长规律在人类创作的行为

下的反射，这对很对艺术家可能并不容易接受，因为艺术语

言在传统的艺术认知中是人的创造，论文在下节进一步讲述

了如何通过“无为”与敬畏自然的哲学思想进行艺术创作从

而能形成“艺术超构建”的全部过程 [�]。

4�定义“艺术超构建”

关于“艺术超构建”，可以先从一个现象讲起，在创作

到第 ��幅左右的作品时候，我们的第二曲线开始不那么管用

了，实际上，当以“致广大而尽精微”的规则去绘画的时候，

每一幅矿物绘画在进行到一定程度时会开始形成自己的艺术

特点。这种现象让后来的绘画屡试不爽并根据每一种不同的

矿物原石形成了多样化艺术语言，这种艺术语言不是一种简

单的可以复制在各种艺术创作中的艺术语言，而是一种具有

像约翰·凯奇 �'��'' 的随机性艺术，它打破了艺术的有规律创

作的传统，而是以拥抱不确定性为核心准则，实际上每一次

尝试都可能形成一种独有的艺术语言，这种能自我革新并且

派生出多种类型的艺术创作过程称之为“艺术超构建”。

“艺术超构建”可以是一种在矿物手绘过程中的艺术形

式探索或是一种全新的艺术语言，但是无论是哪种称呼，“艺

术超构建”有别于其他艺术语言的地方在于：它是一种具有

自我创新能力和探索空间的艺术创作有机流程，而且这种创

新与探索并不是出于人为的，而是艺术的自身成长所自然出

现的一种现象，如图 �所示。

D照片

E手绘

图 ��自然金（����葛若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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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何打造“艺术超构建”

在以往的创作中，通过大量的绘画尝试后我们试图总结

出具有规律性的绘画语言，一方面有助于指导以后的创作，

另一方面以求得在艺术语言体系内的创新，但是每次一幅作

品都会派生出一种新的艺术语言。这种随机性现象让与之前

的绘画理论有颠覆性的变化就是无论如何在前期进行系统性

的设计，都无法预测到作品成熟后的效果，并且所有的艺术

语言的生长都在图画的整体进程中逐渐形成。

为了探索这种随机性现象，我们采取了一种相对并不足

够严谨的回归分析方法去尝试分析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

同样的艺术家、同样的画材、同样的配色条件、同样的创造

环境，甚至是纸张的厚度、画板的切斜度、绘画过程中的力度，

包括艺术家在创作中的习惯等各个方面尽量保持不变的情况

下，对几种矿物进行手绘，在经过几次尝试后，一个极为重要、

极为明显而极易被忽视的元素是导致这种随机生成艺术语言

的想象的自变量，就是矿物本身的线条与颜色，在创作的过

程中，创作者完全客观、不带有任何主观意识的创作是不存

在的，即使是超写实主义作品也仍然会让创作者在不经意间

融合自己的主观意识，所以任何创作者只能是最大限度地保

持客观的审美，并允许实体对象与艺术存在不同。但只要在

可控的范围内尽量保持一种不加评判的视角去还原实体在平

面上的具象就是一种遵循自然法则的艺术语言，笔者将分五

步介绍打造“艺术超构建”的具体步骤。

5.1�足够专注的观察带来与众不同的视角

如何在“道法自然”的哲学语境下进行创作，首先是要

对自然足够的观察，在确立了绘画对象以后，并不是急于作

画，而是全情投入去观察，这种观察与以往的欣赏有一种本

质区别，就是观察者要在过程中对个中细节有足够细致入微

的观察。

在创作中我们采用了对于矿物的直接注视型观察，这有

助于看到矿物标本很多不为人知的亮点，同时能发现许多以

往没有发现的细节，对于部分共生矿物，在交错复杂的生长

环境中还需要调动我们的想象力，实际上创作者要具备能把

矿物标本与原始生长环境联想在一起的能力，能想象出矿物

晶体生长的过程，这些想象和观察会为创作者在创作时的用

笔的力度和方向提供一种引导，并且能在上色和配色上提供

符合自然生长规律的内在秩序，一种艺术元素在大脑中逐渐

“负熵”的过程。

同时，需要照相机帮助记录不同的观察视角，人的大脑

会遗忘或欺骗自己，创作者需要照片来提醒在某个瞬间的记

忆，实际上照相机可能对艺术是冲击，但也可能是一种外部

刺激，借助照相机的功能，能时刻提醒艺术家保持客观、保

持对自然的敬畏。这就是“艺术超构建”的第一步——重拾

艺术发生的内在秩序。

5.2�内在创作的巅峰体验

当确立好了内在秩序以后，创作及开始在大脑中进行，

虽然在之前笔者曾提过即创作的结果往往与想象不同，但是

仍然有必要对所要创作的对象有足够的思想实验的过程，这

个过程激发了创作者的心理感受，虽然随机性绘画语言的形

成不可预见，但要保持足够理性和客观的前期勾画却是保证

随机性发生的重要基础这类似于一种肥尾效应，就是把同样

多的信息以一种极为枯燥的绘画方式进行堆积，这种过程一

方面能让创作者具备足够的专注力，同时为了避免疲劳，创

作者要时刻提醒自己感受心流的能力，在经历了大量的内在

创作之后，然后再决定如何动笔，到此是“艺术超构建”的

第二步——创作者的身心统一。

5.3�在不加评判的引导下塑造宏观

当前两步准备好以后，创作者开始塑造宏观，这种宏观

塑造是整部作品的一种应用于实际创作过程的探索线路图，

它有别于临摹的初期造型，而是让随机性绘画的艺术语言

在可控的范围内发生，如图 �所示。

图创作者需要为随机性艺术语言提供一种生态，同时

还需要提供一种可以让随机性绘画语言生长中有规律可循。

这看似有些矛盾，但事实确实如此，这就像是我们大部分

人都会上小学、中学、高中，但是每个人的成长后的结果

却截然不同的。而艺术有机体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在条条

框框的边界内寻找规律，并在条条框框的缝隙间产出新的

果实。这并不是对艺术生长的打压，相反野蛮生长的结果

往往是毫无结果的，不妨尝试一下让一个人在白纸上漫无

目的的随意创作，而不加约束，大多时候是毫无结果。所

以“艺术超构建”的第三步——为艺术的成长奠定可控的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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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萤石（����葛若雯）

5.4�创作中以质疑的态度不断调整

在进行了宏大背景的创作后，开始需要细节元素的填充，

这个过程是创作者需要反复进行角色转换的过程，艺术家要

把自己与观众的角色互换，通过不同角度去挑剔自己的作品。

例如，在某一个环节色彩是否填充得足够丰厚，线条是否足

够明朗清晰，想表达的意思是否会让观众误解。在每一个细

节的处理上，既要保证与宏观背景的足够契合，又要确保不

轻易被观众发现。整幅作品的创作需要在为观众呈现出一种

极为自然随意的效果，但如果有心的观众仔细留意，方能发

现个中细节与宏观背景的内在联系。

这一步是最繁琐且极其困难的一步，在与宏观背景的足

够契合能让艺术作品呈现出最自然的状态需要艺术家在创作

的过程中保持遵循自然规则的状态，比如矿物晶体本身的生

长就是一种自然规律的体现，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并不是去改

变其生长过程，而是不带有色眼镜的去还原，但同时当角色

转换为观众的视角的时候，艺术家必须极其挑剔地看待各种

看上去并不让观众舒服的部分，进而再思考通过何种手段去

解决这些问题。

但难点恰恰在于，创作者既要保持矿物晶体生长结构的

自然法则又要让观众觉得可以接受，同时还不能用过分艺术

化的手段有导向性的美化，唯一的方法就是回归矿物晶体的

本质结构。人们接受矿物的千姿百态的，这就如同人会尝试

去接纳不同的人一样，无论外形臭美，所有人都似乎很容易

理解这是自然生长的结果而不会过分地去谈论。同样矿物晶

体无论生长成何种样子，抛开它的经济价值而论臭美，没有

人会责备自然为什么让某一矿物晶体长得那么丑，但是艺术

是会受主观和情绪的引导，人们希望透过艺术看见美，透过

艺术看到希望，有时甚至是希望看到他们希望看到的。艺术

家需要思考在不改变创作原则的前提下还能迎合观众的审美

习惯，那就是把自然之美以更为深邃的方式渗透在艺术创作

中，让画作带给人的感受能在第一时间与实物有紧密的联系。

每一幅作品都需要反复多次的质疑与调整，这个过程不是艺

术上的调整而是艺术家以艺术视角对自然科学的探索，也是

真正赋予作品价值的时刻，那就是艺术家绘画过程本身就是

突破边界的探索过程。这就是第四步——让精微细节促成宏

大伟业。

5.5�赋能万物的艺术力

当画作完成的时候，艺术家会试图总结创作的过程，这

个过程曾多次在一瞬间引爆整个儿团队的创造力，当所创作

的画作越趋向于自然，画作本身就如同生命有机体一样反馈

给我们更多的艺术语言，很难去评价它是哪一种，因为矿物

晶体的棱角与线条，又或者圆润的外形就是其自身的艺术语

言，通过色彩斑斓的渗透结合在不同灯光环境下的照射，便

能派生出无数自然生发的艺术语言。

每一次的创作逐渐让我们回归到更加理性或者“无为”

的状态，在大肆提倡如何激发“创造力”与“想象力”的当下，

过分的天马行空无疑阻碍了艺术家的有序探索，这里并不是

不去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而是要能在足够清晰的

理性思维下进行创作，让“创造力”与“想象力”服务于艺

术创造的个中环节。同时，有效利用“创造力”与“想象力”

能帮助艺术家以更高效的方式生产艺术。在对于矿物晶体的

艺术创作上，艺术家不需要想象出一种矿物是长成什么样子

的，而是基于现有的矿物晶体，想象出符合自然规律的生长

过程，并把整个儿生长过程以动态化的效果以绘画的形式高

度概括。在概括的过程中发挥“创造力”，让观众与作品、

矿物晶体、及矿物晶体背后的故事紧密联系起来，让艺术品

讲述自然的故事，让故事感染观众。而所有的这些目的应该

基于一种前提，就是要让艺术自己去生长，不是对艺术的揠

苗助长，艺术家要相信艺术自身的生命力及结合自然的有机

艺术语言，让艺术通过自己成就自己的方式——就是赋能万

物的艺术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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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矿物艺术的手绘，笔者总结了以下两点经验和感受。

（�）艺术创作绝对不是毫无边际、漫无目的的涂鸦，

而是基于高度理性设计与哲学思想的指导下的创作。

（�）中国道家思想为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哲学指引，当

代艺术家会其思考如何通过不同的艺术语言去表现自然，但

相信自然本身的艺术特征也许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与其

去思考如何努力表达，不如为自然搭建艺术表达的平台。

这几年“文化”一词极其广泛的应用在各个行业当中，

西方的许多思想蜂拥而至，各类标新立异的名词不绝于耳，但

在这几年里关于“文化自信”的真正内涵却没有得以体现，

中国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持质疑或者半信半疑者不在少

数，更深层次的来讲很多人始终不懂得如何分辨何为中国传统

文化的精髓，也缺乏让中国传统文化指导社会实践的勇气，社

会环境也没有相应的容错机制与鼓励体系，在文化艺术界“拜

山头”的垄断之风更是阻碍了艺术家的跨界融合与创新。

同时，受西方因果论的影响，对于中国许多传统理念在

没有被西方科学体系论证的前提下，自上而下的整体态度产

生出较为抵触的情绪，��世纪荣格曾这样评论：“中国文化

是有别于西方因果论的具有同步性的独立科学体系”。时隔

多年当我们开始关注中医、正念、冥想等内外修行的理念时候，

其前提大多都是基于西方的科学论证后的是“科学的”这一

结果，但却鲜有人敢于尝试那些未被论证的。即便是中国的

一流院校与科研院所，碍于各方因素也对这些未被论证的避

讳不谈，而是巧妙地披上“文化”外衣。

真正的文化自信，是通过教育让中国人具备辨别传统文

化中的优劣，真正相信传统文化，并在艺术创作与社会活动

中变得智慧与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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