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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形写以形写神神 笔简意长笔简意长
——杨之光速写赏析 □孙红健

杨之光既是美术教育家，也是画家。其所涉足的艺术门

类很广，速写、中国画、书法、篆刻、素描、水彩和油画均进入了

他的视野范围。学人对杨之光的国画研究较多，而对于他的

速写基本上没有涉猎。其实，杨之光的速写作品在数量上成

为其艺术之最，据有人统计竟达到了数以万计，其中有相当一

部分我们已看不到了。好在1995年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

《杨之光速写》一书，我们借此有幸看到了杨之光不同题材速

写的概貌。

舞台速写在杨之光的速写作品中占有很大比重，这些作

品集中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80年代以后逐步演变成为国

画舞蹈系列。由此看来，他的舞蹈系列作品之成功，与早期大

量的舞台速写的积累密不可分。

杨之光跳舞，也研究舞，他努力挖掘每个舞蹈者的特点。

例如，巴基斯坦《捕蛇舞》中男子的小胡子和女子深凹的眼睛

比较有特点，他就将其传神地表现出来。不同的舞蹈要采用

不同画法。画速写的方法很多，叶浅予常用单线勾勒，黄胄多

用复线，徐悲鸿则采用色纸加白粉的手法，这些画法在杨之光

的速写中也多有采用。单线的画法有《双人舞》《白毛女》《上

埃及舞》《欢庆驱鬼胜利舞》等，复线的画法有《思乡曲》《缅甸

舞蹈》等，色纸白粉画法的有《缅甸长鼓舞》《荚琴演奏》等。杨

之光还创造出剪影式速写，就是描绘人物的外形时，不被琐碎

的衣纹所干扰，如巴基斯坦《捕蛇舞》既是一例。在工具上，他

特别主张用毛笔，以增加速写的表现力。这些作品的杰出代

表有《西班牙随想曲》《黑白协奏曲》等。

无论是“劲舞”，还是“曼舞”，对于画家来说都是转瞬即

逝，描画舞蹈形象必须要善于“抢”，即迅速捕捉摄人心魂的瞬

间画面。为此，杨之光在画双人舞时，先画一个主要的人物，

另一个人物则靠默写完成，缅甸的《双人舞》就是如此。再如，

对于一时画不完的，他采用分步骤的方法来画，先画前台的速

写，然后又到后台补画速写，如《四个小天鹅》即是明证。这些

舞蹈速写绝大部分省略了背景，这样既突出了主体，又节省了

时间。在绘画技法方面，除了画线、画面或者线面结合的方

法，比较特别的是，杨之光常常用剪影式的画法，即画人物的

外轮廓线。

20世纪50年代，杨之光响应组织号召，前往基层劳动。

他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参加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但仍然没有

放弃速写，甚至在三五分钟的休息时间里也动手画速写。一

年后，杨之光返回学校，其丰硕的艺术收获就是几大本“下放

速写日记”。其中，他根据生产劳动和速写实践画出的名

作《雪夜送饭》，获得了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金奖。如果没

有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也不会有这件作品的诞生。

《杨之光速写》收录了这一时期的作品，再现了1958年

杨之光在湖北潜江周矶农场劳动、学习、生活等情景。其中

既有表现生活住所和反映生产劳动的作品、表现学习的作

品，又有反映思念亲人的作品、反映娱乐生活的作品，其题

材和内容十分丰富，记录了那些时日的艰辛与欢乐。限于

条件，此时画家以铅笔为工具，与前面的舞台速写相比，基

本都加上了背景的描写，画面更为丰富具体。这一时期的速

写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有了配画诗。如作品《雁》所写的

配画诗是：“雁儿雁儿停一停，给咱亲人捎个信。说我们的模

样黑又壮，说我们挑锄铲割样样行。”表达了对新婚妻子的一

往情深。

除舞台速写和下放速写日记之外，一般生活速写记录的

不仅仅是人，还有动物禽鸟、花卉、山水等内容。比如，表现

人物的有《新会葵艺厂火画老师傅》《收工回家后的第一个任

务》《第一个到课堂》等，表现动物禽鸟的有牛群、猫、狗、翠

鸟、麻雀等，表现花卉的有玉兰、迎春花等，表现山水的有三

峡、松树等。另外，在画法上也与前面有很大的区别，不少速

写下面都配上了技法的描述。如干湿笔的运用就是一例。

军旅题材是杨之光速写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品集中在上

世纪60年代。其中有反映空勤部队训练的，如《看战果》《报

告飞行情况》《地面表演》《看着陆成绩》《在苦练场上》《飞行

大队长》等；有反映塔台指挥的，如《飞行演习总指挥台》《注

意坡度》《记录成绩》等；有反映地勤保障工作的，如《飞机加

油》《扫跑道》等。此外还有反映海军训练的内容，如《战舰》

即是一例，该作品采用了毛笔的画法。表现军旅题材的作品

大多采用单线描绘法，有少部分采用明暗法，背景也十分简

略。作品在用笔上高度概括，做到笔简意长。

民族风情速写包括新疆地区速写、藏区速写两大部分。

1978年10月，杨之光开始了边陲之行，他先是前往西南，从

昆明到石林、思茅、西双版纳，再从澜沧江畔回到苍山洱海

环绕的大理。1980年7月下旬，他又开始了西北边陲之行，

先是到宁夏讲学、写生，接着到宁夏的中宁、大武、固原等地

速写，然后取道甘肃,再由甘南藏族自治州前往天山脚下的

喀什、阿克苏、南山、天池等地采风。在此期间，他创作了表

现新疆地区的《卡克马克》《赶路的老人》《菊花台的毡房》《维

吾尔族的孩子》《卖草药的维族老大爷》《好年成》《种哈密瓜

的老人》《卖瓜的老人》等速写。在画法上，人物为单线直取，

有些没有背景，有些则有。在《菊花台的毡房》这幅风景画

中，森林用粗笔、重笔绘出，毡房、动物则以细笔、轻笔刻画，

由此产生了黑与白的强烈对比。表现藏区的速写主要反映

了藏区牧民的生产和生活场景，在画法上与新疆地区速写相

似。《著名藏族老画工秦派》这幅作品具有独特之处，因为它

用的是铁线描。

异域风情也是杨之光速写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其访问

印度、尼泊尔、泰国等国的速写，涉及人物、建筑、风景、动物、

花鸟等诸多题材。

总之，杨之光的速写用笔练达，造型概括，人物形象充满

动势和运动感，其神态生动而传神，形简而意丰。这充分反映

出他删繁就简、以一当十的艺术理念，具有独特的中国写意之

精神，进而达到了形似与神似的完美统一。杨之光吞吐古今、

中西合璧的艺术造诣与审美境界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其速写

的多样性、丰富性和独创性对于当下美术创作如何创新和发

展颇具启发意义与学术价值。他的速写艺术由物及心、以形

达意，开启了灿烂的生命之光与艺术之光。斯人已去，风范犹

存，谨以此文，以为纪念。

器乐双重奏（1959年）

我的瓜雅克西（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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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画家于延年的作品贴近日常生存图

景，有些甚至是生存背景的还原与延伸。他把我

们日常忽视的人文情怀、自然地理、风土人情，

以及那些定格在历史瞬间的激情、青春、幸福，

通过绘画手段完美再现。他以一个中青年地域

文化守望者的姿态，茂盛地向我们开放着，静静

地叙述着大道至简、返璞归真所蕴含的丰盈和

充实。这些作品也与我们生存的文化语境、现实

境况、生命追求相关。他的作品做到了雅俗共

赏，是观者熟悉的细微事物，比如十二生肖系

列、鱼鳖虾蟹系列、四花四果系列、四吹四弹四

拉古典乐器系列等。通过这些作品，观者也许会

重新遇见并认识自己，以至于抵达另一种饱满。

于延年通过手中的画笔与纸张产生着微妙

的构成关系，从而来调和世界的基本面目，解释

和阐述内心世界的扩张与强大。他的作品不低

俗，努力向艺术灵魂和精神领域靠近。他的思考

和探索，是阳刚之气的繁华绽放，用思考周游世

界，以素养丈量绘画的边界。他是传统的，又是

出新的；他是东方的，又拥有西方绘画思维与审

美的合力。观赏于延年的绘画是一次奇异的旅

行，是呼吸在现实与梦境之间的异度空间。

中国传统艺术讲究正本清源、传承有序。于

延年初中学习素描，有着扎实的造型能力和人

物绘画基础。青年时期得书画家金竹三、刘占鳌

言传身教，受益良多。后曾与于涛学习花鸟画、

书法，又聆听书画家邴禄昌讲楷书《玄秘塔碑》，

观赏其做《雄鹰图》，内心激起精研国画艺术之

门的涟漪。在向马维勤、周建志学习后，他终于

拥有了自己的绘画目标和向往之牧场。一切的

外力都是部分天梯，积蓄力量永攀高峰终究需

要时间的打磨与自我突围。时光的残影定格在

上世纪70年代，于延年受到书画家于振立的指

引和挖掘，并开始梳理自我与绘画的二元关系。

由于各种周遭琐事和家庭变迁，80年代

末，于延年的绘画一度处于休眠状态。在单位，

他从事的依旧是上手快、见效迅速的设计工作，

这也算是绘画本身的一种延续。由于工作关系，

连环画成为他的主要创作题材。进入新世纪，画

家林均相以花甲之龄在大连乃至辽宁全省刮起

国画探索、前卫意识深度挖掘的旋风。其画风朦

胧委婉，时而先锋求索，时而天真烂漫，在传统

的国画基础中融合意识流和先锋精神，却又不

失古典气象。这带给于延年深刻的思考，他决定

重拾画笔，并选择了自己可以把握的小写意花

鸟再次上路。

于延年钟情鸡图，一年之中画了上万只鸡。

从买画册到实地观察拍摄、写生，其间他去过江

苏无锡多次。他的作品以小品画居多，尺幅小、

内容简，着笔墨不多却情趣盎然，犹如一首小

诗、短曲或顺口成调的民谣那样亲切。他的小写

意花鸟、人物、山水画作品大多布局巧妙，色调

清新，通过具有现代意味的构成手法，形成了一

种情趣盎然、淡泊幽远而又意味深长的文化品

位。他的绘画简约却不失优雅，弥漫着一种禅理

和佛意感悟，亦如他平静如水的内心沉思。这种

恬淡的意境的营造为他的作品增添了生机和意

蕴，散淡的情境，弥漫的禅意，令人不觉驻足流

连，颇具艺术感染力。

退休后，于延年开始了两点一线的生活模

式：白天忙碌，夜晚静悄悄作画。在书案上勾勒

骨架，在墙上填充细节。近5年来，他的画作多

以扇面形式呈现。于延年善于捕捉生活细节盲

点与趣味性，善于把个体生命体验化成艺术的

有效因子。他喜欢具有系统性和入侵性的绘画

语境，给自己设置便于触摸的“键盘”，让艺术触

角尽可能地无限扩大。他的扇面作品几乎囊括

了所有绘画题材，并且延续了宋元人文画的优

势。自题诗成为其绘画亮点，绘画名称与题跋字

字珠玑且饶有生活品位，向着与现实生活贴近

的亮度深入扎下去，并结合收藏性、实用性、观

赏性以及现实生存背景、城市历史文化外延等

多方面，立体式地呈现纸面上的终极舞蹈。

于延年是一个善于学习又喜欢分享艺术成

果的画家，每年他都去给老年大学的绘画爱好者

们讲课。他强调精品意识，尊重传统，却能融入

油画、水彩画技法，吸收它们的严谨与厚重元素，

使得他的小写意绘画在岭南画派、金陵画派乃至

关东画派的背景中渐渐清晰起来，浪花逐流，

百舸争秀，有着不可多得的细腻、清雅、灵动。作

家孙传基表示，于延年近期的新作更

令人甚感意外和欣慰。他的花鸟和山

水画一派清淡幽雅气象，小桥流水人

家，静谧自然，色彩搭配和谐，其画面

去除艳丽色彩，只有黑灰白用以表现

天地时空。他将整个物象置于苍茫天地

与生物的空灵之中，使作品富有意境。

晋代画家顾恺之所谓“迁想妙得”

中的“迁想”着重强调将想象活动移向

对方，“妙得”指想象的结果和收获。在

我看来，于延年在想象中栽种艺术火

种，在生存中开着艺术之花，结出相对

灿烂的果实，迎接沉甸甸的收获，这在

情理之中，也在意料之外。或许，这就

是艺术的妙用。

苍茫置换与空灵斗转苍茫置换与空灵斗转
——于延年艺术管窥 □董喜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