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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赏读陈奕纯的国画《云蒸霞蔚，气象万千》，

先则惊讶，之后是激动。惊讶者是艺术精神焕发，激

动的是那照亮心灵的大美。

画山水者，得具大气局、大襟怀，即是“搜尽奇峰

打草稿”，其实所写的还是自家胸中丘壑，是创造性的

墨舞山河。有什么思想境界，笔底就有什么样式的山

河。因此我们常说，艺术是思想者的艺术，艺术是艺

术家的智慧结晶。

在壮怀激烈之中，笔端气象万千，满满的感情，借

着创造的契机，驰骋、奔发、激越、飞扬，这是创作者精

神风貌的展示。故写山要情满于山，让山具有强大的

艺术感染力。这是我们喜欢阅读山水画作的原因。

山有种种，尤其我国，东西南北的奇峰巉岩众多，

各具特色，可以说千姿百态，为画家们的创作提供了

丰富的可能性，于是，古往今来诞生了多少这方面的

杰作。这是后来者丰盈的精神滋养，是可供借鉴和学

习的创作富矿。我们知道，创造是个性化独特的精神

活动，造化自然很重要，可是也离不开优秀传统艺术

的继承。继承其实也是以我为主的一种创造性活动，

因为有所扬弃，在扬弃的过程中，摸索到属于自己的

创作之路。

陈奕纯的《云蒸霞蔚，气象万千》，之所以让我们

感动，就是因为它是扎根于传统之作，是浑厚而苍莽

的作品，同时又是具有思想性之作。如何说呢？它是

厚实的、笔透纸背的，充满着民族气派、体现了民族精

神的作品。这一点非常重要，也是陈奕纯独立思考并

坚持的创作原则。它因此接续着宋元的气韵，莽荡而

激扬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精气神；或者，这就是它照亮

我们心灵的力量。

让精神焕发，并得以在纸墨间充分呈现，可以看

出陈奕纯为此的努力，这就是他独特的创造了。整幅

画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华光烛照，云蒸霞蔚，远山近

峰，一派灿烂辉煌；于是，满目都是光彩，都是生动的

气韵。陈奕纯充分地展现了他在光与色、光与影方面

的匠心独运。

光与色或者光与影的运用，历来为西画所擅长，

东西文化交流融合之后，我国画家中的先行者，于此

有过可喜的尝试，并卓有成绩。而陈奕纯此作，似乎

有更进一步的发挥，表现得更加成熟和圆融了。

这个开放的时代，固步自封是愚蠢的，最好的态

度当然是鲁迅先生所提倡的“拿来主义”。这是一种

聪明的态度，也是开放的襟怀，我尤其欣赏陈奕纯艺

术上的有容乃大。那些灿烂的光华、流霞，层次分明

的生动，光影与颜色的妙用，流动着的气韵，让人赞叹

不已。可以看出，为了更好地绘出画面上饱满的精神

和气象，陈奕纯无所顾忌，他甚至不惜打破陈规，例如

在用光用色上，就十分大胆泼辣，这是一种大气魄。

然而，画面却很和谐，鼎鼐中西，却还是民族的风情，

这就很难得了。细细品味，我们发现，陈奕纯没有丢

掉根本性的东西，他掌握着一个创作的原则，就是中

学为本，西学为用。

画画，我们总强调气韵，但气韵是什么呢？气韵

者即是元气。好的画，神完气足，元气淋漓。气韵不

是抽象的东西，而是乾坤的轮转，曲线的流动与自由

的舒展，就是美妙的节奏和旋律。我们的艺术创造，

正是要寻找与我们心灵律动相对应的天地的韵律，并

充分地体现。陈奕纯的《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就堪称

这方面的佳构。

我们虽然很难说，陈奕纯笔下的山是岱岳黄山，

或是峨眉武夷，但它的容量很大，大气磅礴，包容着

中华群山众壑之壮美，是集中而典型的艺术表现。

这是中华民族的绚丽之美，是中华民族的气质和伟岸

的精神。

陈奕纯创作这幅作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是有

所寄托的。在一篇《着了火的霞光，着了火的山》的获

奖散文中，他如此动情地讴歌：“好一片着了火的霞

光，好一片着了火的山！霞光的源头是霞光，山的源

头是山，一挥手，火，咆哮着，奔涌着，一路飞跑着就上

来了。”

这是我读到的礼赞丹霞山中最美也最动人的文

字。当然，我们不能把《云蒸霞蔚，气象万千》理解成

是对丹霞山的绘写，如此理解就太具局限性了；但散

文《着了火的霞光，着了火的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

地读懂这幅《云蒸霞蔚，气象万千》，两者的精神脉络

是相通的。我想，陈奕纯的这篇散文或者这幅国画

里，所歌颂和绘写的咆哮着、奔涌着、一路飞跑着的

火，以及着了火的霞光、着了火的山，就是我们民族不

屈的力量、我们民族坚强的自信。

从始于勾填、直逼物象，到舍形求意、追求真趣，中国

画用写意来超越物象，发现世界背后的真实。意出于形

而又溢于形，境由心生，在形之上呈现生机，方可称善。

画好泼彩山水并非易事——背后不仅要有辛勤的汗

水，有劳能有功的智慧，还要有善为其事的技艺，更要

有超乎时空的心境。境生于心又超乎时空，女画家许

丽晴的泼彩山水画，经过多年的悉心向学艰辛探寻，如

今渐得正果。

泼彩画法形成于上个世纪，至今不到百年时间。张

大千之后，刘海粟是我国泼彩法造诣最高的大师。泼

彩画不是一笔一画地勾勒写实，而是直接以虚化的、抽

象的手法写意。然而以泼彩写意，用混沌朦胧的大色

块体现山体结构乃至云气植被，让画面产生别开生面

的勃勃生机，达到绚丽多彩的艺术效果，可以看作是写

意的一个新域界。

古人说“山川之气本静”。许丽晴爱静，她的画面多

用深远构图，有时立幅还折带取势，山势蜿蜒又阔达通

透、描绘出寂静而永恒的画境。她画山水画遵循“营造自

然之境”的传统山水画原旨，契合山水画创制的审美意

趣，在泼彩时注重以形写神，以泼彩法写意，时有“出彩”

力作，给人带来一股安静、清新又和美的气息。

泼彩，字面灵动，一副有气势的样子。据说刘海粟当

年画至意气所到时，直接将一碗水倒在画上，形成冲色冲

墨的特殊效果。的确，泼彩绘画，墨色倾泼、形制放逸，开

阔率性、神韵张扬，画家可以借此放开情绪，更加恣意淋

漓地宣泄胸臆。许丽晴善于用心作画，借助泼墨泼彩直

抒胸臆。作画之前，她会先对画面做好艺术构思，对什么

部位泼什么色用什么样的方式泼，以及希望达到怎样的

效果，随后怎么收拾整理等等，做到心中有数。经过长期

不断揣摩研习，做到技艺娴熟、心手合一，遂成佳作。

中国古人喜以禅哲道理、文学描绘创造独特的艺术

境界，王维的“诗中有画”就是实例。可见，人文气象需要文学素养作为土壤。

许丽晴自幼爱好文艺，绘画、写作数十载勤勉不辍，已经发表、出版200余

万字的文学作品，也是一位颇有才情的作家。文学的功底对她的绘画创作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补益作用。在许丽晴的山水里面，大块色彩的交融，营造

出千姿百态的烟云水汽效果。有时一片淡绿，轻罩重山淡黛远水素边；有时

几簇涟青，辉映沃汀郁郁芳草茵茵。流岚云烟、孤帆小筑，虚虚实实，似有却

无，亦真亦幻，使山水画有了诗一样的浪漫、散文一般的迷人，是擅长文学者

的意境造化。

她还是位警察，20岁刚出头即担任过基层的派出所所长，如今已是江苏

省公安机关的高级警官。能文善武、大跨度多重职业履历，产生性格的叠加，

会增强人性格的后天性特征，影响到艺术发挥。泼墨泼彩因为取倾泼之势，是

画家“有勇气的大胆之举”。而泼彩之后的收拾整理，是心中预设图景的呈现

过程。做到章法与画面的协调，色彩与造景的呼应，近景与细部的精绘，是一

个严谨又极富创造性、体现艺术家艺术感觉的过程。这个过程，全然不同于泼

墨前的构思以及对泼墨过程的规划，没有所谓的随性、洒脱，所谓的酷炫、奔

放，而是既浪漫又严谨、看似浪漫其实严谨，甚至理性。这种特性，正是跟警察

这个职业对性格的磨练有深刻的内在联系。

意与境结、画随心动；师法自然，境生于心。警界女画家许丽晴以心生之

景作画，在山重水复、层峦叠嶂、云腾雾绕之处泼彩寄情，泼出意趣、泼出意境，

艺术的语言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本报讯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新中国美术

史上，靳尚谊、钟涵对中国油画艺术的探索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他们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油画家的艺术生涯正是在燃情

岁月中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他们的艺术创作也与共和国的

脉搏紧密相连。日前，由国家大剧院主办、北京靳尚谊艺术基

金会协办的“名家足迹”系列艺术展之“靳尚谊、钟涵油画作品

展”在国家大剧院与观众见面。此次展览集中展出了中国美

术家协会名誉主席靳尚谊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钟涵的一系列

油画作品，涵盖他们半个多世纪以来所画的人物肖像、风景写

生、创作或创作草图。这也是二位老艺术家首次联袂办展。

与以往展览大多关注两位艺术家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所

不同的是，本次展览展出的作品更多选自他们日常的艺术创

作，其中不少罕见的作品集中亮相。许多作品不仅较为全面

地反映了他们的艺术成就和各自的艺术面貌，更生动展现出

艺术家们以新时代的艺术视角，将西方油画本体语言与东方

传统文化精神融为一体的独特艺术语言，这种融合所产生的

审美情趣对后人起到了很深的影响。

靳尚谊的作品以现实中国人物的形象创造出含蓄、典雅、

沉静、和谐、单纯的古典美，人物造型体积厚重、富有力度，用

色含蓄典雅，刻画了一个崇高与优美并存的世界。在此次展

览中，靳尚谊的作品多为人物肖像，其中包括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的人物写生，80年代对人物画探索的作品，90年代确立个

人风格后的系列创作，以及近些年来对现代平面装饰风格探

索的作品。艺术家借助当代名人和普通人物尝试油画的各种

语言，囊括了从古典方式至印象主义直到平面化的线性处理，

旨在以丰富多变的形式塑造不同时代的人文精神。比如，他

画中的新疆人物，形象结实、构图稳固，于庄重中透露优雅；他

所画的身边人物肖像，采用多变的形式，或以线条构形，在平

面的形体刻划中寓生动的笔触塑造，或以近似点彩的笔触建

构形体，凸显油画笔触的触感和色彩的细腻转化。艺术家根

据表现对象的特征以及自身的创作意图而采用相应的油画语

言，在这变化之中始终保持清新典雅的特质。此外，展览中亦

展出了靳尚谊的风景写生系列作品，这些作品语言洗练、色彩

质朴、意境悠远，如隽永清新的诗歌般令人耳目一新。

钟涵曾无数次风尘仆仆深入黄土高原地区，把心血倾注

在滚滚黄河、纤夫之路上，他浑厚而质朴的画面中不仅流露出

富有诗人气质的哲思，更体现出其精研中西文化之后对油画

本土精神作出的追求。钟涵的作品大多表现人与自然的艰苦

关系，从此次展览所展出的新疆和河南写生系列、黄河系列作

品中，可以看出艺术家用凝重的笔触和浓重的色彩，表现人与

黄土高原、人与黄河等自然艰苦环境拼搏抗争的精神，表现人

类坚强不屈的悲壮气概。在他的作品里，一切形体融化在神

秘莫测的形相氛围之中，借助风、云、烟、火等不可触摸的形状

增强笔触在画面的运动感，创造浑然一体的视觉撼动，其浓黑

厚重的画面中，常常以些许跳跃的亮色导引观者之眼，于其构

图的整体上下文中去读

解具体的形式。在钟涵

的作品中，还有一个系列

是现代中国油画画坛上

少见的，即以古代碑刻文

字入画的作品，展现出艺

术家深厚的文史素养和

人文精神。该系列作品

共5件，分别是《碑林》《后

土轻羽》《白鹤梁》《沙尘暴

之履涉》《泰山经石峪》，也

在本次展览中亮相。

靳尚谊与钟涵几乎

同时开始了油画艺术生

涯。从二者早期的作品

中可见，其起步皆始于学

习苏联油画，由此出发，

逐渐形成不同的个人风

格。就整体面貌而言，靳

尚谊趋于变化中的古典

优美，而钟涵立根于相对

恒定的象征壮美。相较之下，靳尚谊的作品偏重于清晰的线性

形体塑造，而钟涵则倾向于明暗块面的涂绘式造型。这两种相

异的油画模式正好映射出欧洲油画史的两条相辅相成的主线：

古典线性与巴洛克图绘性。

国家大剧院作为国家级文化机构是展示大国形象和中华

文化魅力的重要平台。自开幕运营以来，大剧院一直积极参

与中外优秀表演艺术的展示、典藏和传承，不断提升艺术殿堂

文化内涵，丰富观众的视觉体验。11年多来，大剧院陆续推出

了“名家足迹”系列展，通过对优秀视觉艺术作品的展示，为公

众提供了多元而立体的艺术体验。主办方表示，此次油画作

品展既是对两位画家艺术探索之路的一次简单梳理，也是对

其近十几年新作的一次集中展示。这些作品不仅具有深厚的

写实功力与质朴的生活气息，更反映出老艺术家们对当下的

艺术现状所表现的冷静思考。因此，将两位老艺术家截然不

同的风格展于一厅，对观众赏鉴油画也具有特别的意义。

展览将持续至3月15日。 （范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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