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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

博物馆举办的“袁晓岑、蔡可刚同题

花鸟画观摩展”上，袁晓岑与蔡可刚，

一南一北两位艺术家，通过99幅同题

花鸟画作品，呈现给观众两个风格迥

异却又相映成趣的艺术世界。

袁晓岑是我国著名雕塑家、国

画家，他笔下的孔雀堪称中国画坛

一绝。“清晨与傣族农民入山寻猪

草，见孔雀成群出没于林际草坪，

金翎翠羽闪烁于薄雾晨纱，使我如

置身仙境，领略了大自然里孔雀的

清新、野逸、优雅、出尘，远非庭园

孔雀可以比拟。”袁晓岑认为人与

自然、与动物的和谐，是画好孔雀

的前提。他笔下的写意孔雀，独具

神 韵 与 美 感 。 对 此 他 曾 总 结 说：

“在西方艺术写实基础上把中国艺

术的‘ 意想’加上去，可以将美强

化、突出和夸张，而将美中不足之

处减弱。”对“孔雀”和“仙鹤”情有

独钟的袁晓岑，将孔雀和仙鹤的美

描绘得淋漓尽致、仪态万千，尽显

大自然原始而又真纯的美。画家

蔡可刚的 70 幅花鸟画作品则是其

近 10 年来创作的精品力作。

9 月 11 日，唐 勇 钢 的 油 画 作

品展在北京环 铁 时 代 美术馆开

幕 了 。 唐 勇 钢 在 中 国 美 术 学 院

油画研究生班学习期间，就给我

留 下 了 深 刻 的 印 象 。 他 勤 奋 好

学、善于思考、秉性诚恳率直，充

满着对艺术的激情。如今，作为

大学校园里的一名年轻教师，他

仍 然 在 积 极 探 索 中

国 油 画 创 作 的 独 特

性，努力寻找着适合

自己的绘画风格。

唐 勇 钢 的 作 品

大都取材于戏剧，兼

有 花 卉 。 他 的 画 给

人 以 率 真 、朴 实 、亲

切、动人的感受。他

的作品表于意、重于

写，借鉴并吸收了新

表现绘画的结构、造

型和涂绘方式，融入

了中国艺术“不似之

似”“传情达意”的造型与写意传

统 ，用 笔 直 抒 胸 臆 、痛 快 洒 脱 。

我 们 可 以 在 他 的 画 中 感 受 到 一

种生命的律动，一种传统水墨中

大写意的气象，一种“ 寄妙理于

豪放之外”的境界。他的画是言

有尽而意无穷、以心写心、抒情

写 意 的 东 方 审 美 观 念 在 西 方 绘

画材料上的转换、超越与回归。

当下，艺术进入多元化状态，

唐 勇 钢 反 而 把 自 己 沉 潜 于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海 洋 深 处 ，静 心 体

验，感受着中国传统文化在内心

所 激 起 的 波 澜 。 他 巧 妙 地 运 用

了 戏 剧 舞 台 中 的 形 式 感 与 程 式

化因素，并将它融于色块的整体

结构当中，解构成他个性化的绘

画 语 汇 。 他 的 画 不 仅 体 现 着 率

真朴实的一面，也体现出热情洋

溢、华美柔情的一面，其丰富的

绘画形式充满着原始的生命力，

在表达戏剧中生、旦、净、末、丑

的艺术形象的同时，也体现着他

个人精神和情感的升华。

唐 勇 钢 通 过 对“ 画 什 么 ”与

“怎样画”的思考，从中国传统戏

曲中看到了“题材”所昭示的人生

哲 理 。 只 要 继 续 潜 心 思 索 并 坚

持独特的艺术个性，他的艺术道

路会更加宽广。

蔡亮先生离开我们已十五个年

头，我们常常惦念着他。去年3月至

6月，我们几个人集体创作《一九三

七·十二·南京》的时候，边作画边海

阔天空地聊天。画室一旁的大板上

钉着德拉克洛瓦和列宾的绘画，其

中也有蔡老的《延安火炬》。

我们的话题，围绕着美术史

中的大师们，也常围绕着蔡老。

美术的历史中从来贯穿着两

条线，一条是艺术作品所反映的

大历史线索。把握这一线索，我

们得以认识历史，接近一个个时

代的真相。另一条是艺术作品自

身所构成的历史线索。这种历史

线 索 往 往 超 越 特 定 的 大 历 史 框

架，在人性隐秘的深处，勾连起最

为深刻的心灵踪迹。追寻这一踪

迹，我们得以串联起一个个创造

者的灵魂，从而与不同时代的精

神世界相映照。

作为艺术的创作者，我们深

切地体会着第二条线索中的诗性

力量，以及纠结于其中的对于人

性 痛 切 而 又 复 杂 的 感 情 。 而 追

怀，正是美术图像心灵阅读的一

种特殊方式。藉由这种方式，我

们得以深入到专业的层面中去，

从那语言的性格表情之中，揣测

曾经生活的意蕴，体验创作者生

命的境域，进而勾连起不同地域、

不同时代的心灵关系。

上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蔡

老的历史画创作著称中国艺坛，

最具代表性的是《延安火炬》。那

跳跃的火炬，那长城一般蜿蜒盘

桓的炬阵，那火把映照的欢腾人

群，已成中国当代绘画的经典。

夜色中，人流从一边穿过整幅画

面，火光映衬着生动的形象。《延

安火炬》让我们想到了伦勃朗的

《夜巡》，蔡老喜欢伦勃朗的绘画，

尤喜其绘画中调动“光”和用光塑

造“形”的表现方式。蔡老在画里

大胆地用“光”来构图，让光演化

成一体而流动起来，照亮暗夜中

欢乐的人心。蔡老在创作的当年

是 否 真 的 想 到 和 借 鉴 了 伦 勃 朗

呢？我们未可确知。但可以肯定

的是，那被一代代西方大师们开

创的光色与构图的方式，被蔡亮

这一代中国画家活化成了民族历

史与心灵表达的语言。

真 正 使 这 些 艺 术 鲜 活 起 来

的 ，是 另 外 一 种 更 为 深 刻 的 经

历。1955 年，蔡老和夫人张自嶷

先生被命运抛到大西北，在祸福

难测、前途未卜的时候，那些纠结

着浓浓中国色彩的生活元素深深

打动了他。一边是发自“丹田怒

吼”的秦腔，久远而深固的“穴居”

习俗和朴厚浓重的民风；另一边

是一代共和国领袖曾经的神圣居

所和秧歌游行的宣传队伍。它们

交叠在一起，让远离城市生活、因

而也逃脱了政治斗争的蔡老，从

心底感受到了某种慰藉。正是在

这样的境遇中，蔡老在延安第一

次看到了夜晚里沿着沟壑山脉的

“提灯游行”。

黄土地上 20 多年的经历，已

然在蔡老心中种下了一生一世的

感情。蔡老画出了陕北人坚实的

骨架、俊朗的面庞，更画出了他们

的神情，那种质朴中带着诙谐、戏

谑中含着憨厚的神情。

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是通过蔡

老 的 素 描 肖 像 来 认 识 北 方 农 民

的，在我们看来，蔡老的素描塑造

了一个时代的农民肖像。

与伦勃朗不同，蔡老很少画

自 画 像 。 但 在“ 文

革”之 后 回 到 西 湖

之畔的中国美院时

期，蔡 老 画 了 不 少

以“艺者”为题材的

绘画，音乐师、民间

艺 人、巴 黎 街 头 的

卖艺者……这些画

如 此 生 动，将 笔 头

深入了艺者们的心

灵。从某种程度上

讲，这 些 画 也 正 是

蔡老的自画像。他

从这里静观艺者的

生 存，反 省 他 们 以

及 自 己 的 位 置，但

他无法割舍的是自

己对于这些艺者的

深深同情。这样一

种 深 刻 的 人 性 关

怀，一 方 面 反 映 了

他 在 不 同 生 存 环 境 中 的 艺 术 转

型，另一方面，代表了蔡老骨子里

深蕴着的哲学倾向。所以，他画

了《皇帝的新衣》、《剪辫子》等以

近 代 史 变 迁 为 题 材 的 新 寓 言 绘

画。这种新寓言绘画超越了前期

历 史 绘 画 中 典 型 场 面 的 表 现 方

法，直面更为深邃的历史诘问。

只可惜，这样一种富于内涵的转

型，被那个汹涌的时代大潮湮灭

了，醉心于颠覆使命的当代艺术

无法静下心来观赏这种历经磨难

之后的人性观照。

追 怀 ，是 一 回 心 灵 的 巡 游 。

它将一缕缕历史的信息串联在一

起，构成丰富的诗意图景。“遥知

水远天长外，更有离骚极目秋。”

当 我 们 对 蔡 老 寄 予 深 深 怀 念 之

时，心中高悬着的是他的代表中

国红色经典高度的创作，以及他

那难再复制的高原岁月。追怀，

一方面带着我们重温历史，重新

认识那个时代的画笔及其不朽的

意义；另一方面能够成为一次精

神洗礼，让我们藉此与一代中国

画家的心灵真诚相照。

（注：文有删节，题目为编者

所加）

编者按：今年 9 月 3 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65 周年纪念日，也是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由文化部主办，文化部艺术司和中国美术馆共同组织承
办的“胜利属于人民——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65 周年美术作品展”日前在
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于今日结束，本报特刊登部分作品，与读者共同铭记历史
的苦难与抗争，思考今日的责任与担当。

胜利属于人民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美术作品选登

追怀历史 巡游心灵
——蔡亮艺术回顾展有感

许 江

唐勇钢：以戏曲绘就人生
杨参军

南北画家
共绘同题花鸟

瞿阿娜

孔雀 （国画） 袁晓岑

东渡黄河（油画） 艾中信

怒吼吧，中国（版画） 李桦地雷战（雕塑） 肖传玖 看君行到几时休（国画） 齐白石

放下你的鞭子（油画） 司徒乔

完成的与未完成的（油画） 蔡 亮

延安火炬（油画） 蔡 亮

佳人（油画） 唐勇钢

太行铁壁（国画） 杨力舟 王迎春

“七七”的号角（油画） 唐一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