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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贤 飞 ，自

1978年起深入丝

绸古道进行考察

写生，这些年几

乎走遍了西部。

他的作品大量运

用了黑、白、褐 3

种颜色，用色彩

和笔触来强化作

品的艺术语言，

这些色彩既有原

始的朴拙，又有

现代的意味。他

还对敦煌石窟艺

术进行了长期深

入的研究，在创

作中善于运用壁

画的色彩元素和

意象手法，通过

西方的油画艺术

语言来表现中国

的 传 统 文 化 内

涵。 （张晶晶）

希腊画家瓦盖里斯·瑞纳斯

的作品展 3 月 9 日在北京中国美

术馆开幕时，人们被展厅里一艘

巨大的木船吸引了目光。

那 是 艺 术 家 亲 自 打 造 的 一

艘木船，有如真船般大小；船上

雕刻着中国汉字和盲文符号，船

的 一 端 优 美 地 过 渡 为 一 把 七 弦

琴 。 展 览 的 名 称 是“ 不 尽 的 航

程”，承载着这一不尽航程的，除

了这艘木船，还有展厅里那些色

调明快、柔和的油画作品。杂糅

着色彩缤纷的西洋油画、画面上

偶 现 的 古 典 的 中 国 书 法 以 及 似

船似琴的木器艺术品，是艺术家

瑞 纳 斯 带 给 大 家 对 于 欧 洲 古 老

城市和中国的遥想。

不管是水彩画中恣意点染的

水墨趣味，还是油画中虚实相生

的笔触与造型，都隐约传达出与

东方审美情趣的契合，不经意就

烙上了东西方艺术交相融汇的独

特标记。画中那些隐约可辨的神

圣遗迹，那些别样鲜活美丽的人

神形象，在瑞纳斯的画笔下光亮

如炬，点亮洞穿久远的璀璨。

女性的形象是他最主要的创

作题材，她们时而裸露着身躯，时

而眷藏在古代女神的衣褶里；而

那些零星的建筑，常使人想起中

世纪的小镇，似乎是对意大利文

艺复兴的致意；画面中经常出现

小天使形象，他们飞翔在城市的

上空或者茂密的森林中，似乎打

量着这个变化的世界，裹挟着一

股舒缓与浪漫。造型功底和对于

画面布局的经营，透露出画家学

习过版画艺术的修养。而平和、

诗意的手法，与那些大块而匆促

的笔触，使得他笔下的形象显得

更加真实、生动。

在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影

响下，产生了拉斐尔和达·芬奇这

样的名人。而现在，瑞纳斯用他

明亮的眼睛，在飞速变化的纷繁

世象中发现永恒、静穆和澄澈的

美。展览中 33 幅综合材料作品，

展 示 了 当 代 希 腊 艺 术 的 一 个 侧

影，尤其是古希腊传统在当代希

腊艺术中的生命力，而这也许正

是中国艺术家可以借鉴的地方。

他是中国当代漆画的重要代

表，他经历了漆艺从民间技艺到

高校艺术课堂的整个转移过程，

他编写的高等艺术教育“九五”部

级教材《漆艺》卷，奠定了清华美

院及全国漆艺学科的基础——他

就是乔十光，这个被人们尊称为

“中国漆画之父”的艺术家，本人却

极不赞成这个称谓。“我不同意这

个提法。做漆画没必要找‘父’，就

是找也不要找我。”乔十光质朴地

解释说，他做漆画是因为自己的兴

趣所在，真心喜欢，至于对传统文

化的传承和保护这个重任，以己

之力难以完成。

3月17日至25日，由中国美术

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美术

家协会、中国工艺美术学会联合主

办的“漆彩人生——乔十光漆画艺

术回顾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

览汇集了乔十光自20 世纪60 年代

以来不同时期的漆画作品 160 余

幅，呈现了乔十光作为一代漆画艺

术家所走过的艺术历程。期间，乔

十光将《草原新兵》、《毛主席与红卫

兵》等30幅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作

品捐赠给中国美术馆。

乔十光 1961 年毕业于中央工

艺美术学院壁画专业，之后随导师

庞薰琹攻读漆画研究生。在艺术

上他立足院校，放眼民间，多次深

入到传统漆艺发展地区考察调

研，多方搜集不同地区漆艺的工

艺特点，曾拜福州李芝卿等漆器

匠为师以增进实践，不但在创作

及技法上形成了独特的风貌，也

为漆画艺术的发展和承传做出了

探索。

江南水乡是乔十光最为喜爱

的题材之一，这一题材体现了他独

特的感受力是一种来自生活的感

动。这类作品装饰性强，形式感重，

充满恬静、明朗的田园生活意趣。

乔十光的《鱼米香》取材于杭州钱塘

江畔的农家。江南的茅舍、竹丛、

水田、牧童、鱼塘、帆影……使乔

十光这个北国的农家子弟感到既

亲切又新鲜，于是他创造了这幅

局 部 细 节 真 实 、整 体 虚 构 的 作

品。《鱼米香》的下半部分选用了

两条相对的弧线，构成鱼塘的圆

形；上半部分用两条平行横线勾

画了钱塘江的位置；中间为水田，

上部为远山和天空。两条弧线和

两条水平线把画面分割成鱼塘、

水田、钱塘江、远山四大部分，然

后在圆形的鱼塘中央安排了方形

的芋头田，在水田部分的正中心，

也是全画最显眼的部分，安排了

茅舍、鱼塘中的游鱼等。近岸竹

竿上晒的干鱼、田埂上的牧童、江

上的帆影，不仅起着点的作用，又

使画面增加了生活情趣，成为作

者和观众情感最易沟通之处。

一般来说，中国画多在素白

的 宣 纸 上 作 画，“ 只 画 鱼 儿 不 画

水 ，水 中 自 有 波 涛 ”，充 分 利 用

白。漆画则多在黑漆板上作画，

只画鱼儿不画水，水中也有波涛，

充 分 利 用 黑 。 中 国 画 称 为“ 空

白”，漆画则可称为“空黑”，两者

有异曲同工之妙。吴冠中在评论

《鱼米香》时说，漆画的黑也关系

着画面整体空间的完整性，乔十

光在作品中牢牢地控制着黑的分

量，充分发挥了黑的优势。

《苏州风景》是乔十光的另一

幅特别之作。一般来说，作黑屋

顶对于漆画并不难，因为漆长于

黑，但 白 墙 就 不 同 了，于 是 乔 十

光 想 到 了 漆 器 装 饰 中 的 蛋 壳 镶

嵌，便用鸭蛋壳“ 盖”起了房子。

用白色镶嵌白墙，效果直观。为

求画面的统一，本来不是白色的

石拱桥也用蛋壳垒成，连石子路

也 用 碎 蛋 壳 铺 就 而 成 —— 其 温

和朴雅的龟裂纹，让人顿感独特之

美。在这幅画中，天河水是令乔十

光颇费周折的地方，他先是用黑

色，后为绿色，最后改用银色，才终

于收到了理想的效果，形成了水乡

的模式：黑漆屋顶、白蛋壳粉墙、银

天银水……

“正是在时代召唤着漆画从传

统漆艺脱胎的历史节点上，乔十光

做出了历史性的担当。他几十年

如一日，探索漆画概念的生成和漆

画技巧的完善，成为中国现代漆画

的重要开拓者……”在中国美术馆

馆长范迪安看来，乔十光的作品尤

其体现出了大方、明朗、宽阔的品

格，造型的意态深含内蕴，将漆画

的 工 艺 性 升 华 到 了 文 化 性 的 高

度。“比照西方现代艺术大师的精

湛手笔，乔十光的漆画在意境营

造、品质格调和形式语言上堪与比

肩，为中国漆画艺术的发展做出了

独特贡献。”范迪安说。

亨利·马蒂斯（1869 年—1954

年）是法国画家，野兽派的代表人

物，也是雕塑家、版画家。他以使

用鲜明、大胆的色彩而著名。

马蒂斯笃信希腊哲学家柏拉

图“美是赐给人快感”的理论，并

在自传中这样阐述个人的毕生追

求：“ 我所企望的艺术是一种平

衡 、纯 粹 与 宁 静 的 艺

术 ，我 避 免 触 及 令 人

苦 恼 或 窒 息 的 题 材 ，

艺术作品要像安乐椅

一 样 ，使 人 的 心 情 获

得安宁与慰藉。”

马蒂斯青年时代

曾在巴黎装饰美术学

校 学 习 ，1895 年 进 入

巴黎美术学院。他从

象征派画家莫罗开始

学 习 ，后 受 后 期 印 象

派 的 影 响 ，并 吸 取 东

方艺术及非洲艺术的

表现方法，形成了“综

合的单纯化”画风，提

出“ 纯 粹 绘 画 ”的 主

张。其 1906 年后的作

品，造型夸张，多用单

纯 的 线 描 和 色 块 组

合 ，构 成 强 烈 的 装 饰

感。追求装饰性和形

式感是马蒂斯的艺术

本质。

马蒂斯生于法国

南部勒卡多小镇。父

亲 是 个 商 人 ，母 亲 曾

做 过 陶 瓷 厂 的 画 工 。

少年时代的他在维尔

曼 杜 瓦 度 过 ，中 学 毕

业后遵照父亲的旨意

赴 巴 黎 攻 读 法 律 ，完

成 学 业 后 ，回 到 家 乡

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

办 事 员 。21 岁 那 年，

马蒂斯患盲肠炎住进

医 院 ，为 打 发 无 聊 时

间 ，母 亲 送 给 他 一 盒

颜 料 、一 套 画 笔 和 一

本绘画自学手册作为

礼物。在画画中，马蒂

斯平生第一次感觉到“自由、安宁

和闲静”，他的绘画热情一发不可

收拾，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好像被

召唤着，从此以后我不再主宰我的

生活，而它主宰我。”偶然的机缘

成为马蒂斯一生的转折点。

对马蒂斯影响最大的老师是

奥古斯塔夫·莫罗，可以说莫罗塑

造了马蒂斯。莫罗曾对马蒂斯说

过：“在艺术上，你的方法越简单，

你的感觉越明显。”正是这句话引

导了马蒂斯的绘画风格，使他能

够用简捷的线条和鲜明的色彩塑

造出他所构想的一切，对他的艺

术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马蒂斯是一个善于吸取各种

艺术门类优点的人，他研究东方

地毯和北非景色的配色法，并发

展 成 一 种 对 现 代 设

计 有 巨 大 影 响 的 风

格 。 马 蒂 斯 的 绘 画

题材主要为裸女、花

毡 、窗 格 、布 幔 和 庭

院 风 光 等 。《红 色 的

餐桌》是马蒂斯 1908

年的画作之一，从这

幅 作 品 我 们 能 够 看

到 马 蒂 斯 把 眼 前 的

景 象 改 变 为 装 饰 性

的 图 案 。 糊 墙 纸 的

设 计 花 样 和 摆 着 食

物 的 台 布 纹 理 之 间

相互作用，形成此画

的 主 要 主 题 。 连 人

物 和 穿 过 窗 户 看 到

的 风 景 也 变 成 这 个

图 案 的 一 部 分 。 那

位 妇 女 和 树 木 的 轮

廓 大 为 简 化 甚 至 歪

曲 其 形 状 去 配 合 糊

墙纸的花朵，也显得

完 全 协 调 一 致 。 在

这 幅 色 彩 鲜 艳 和 轮

廓简单的画中，我们

还 能 够 看 出 儿 童 画

的某些装饰性效果。

马蒂斯的《钢琴

课》创 造 于 1916 年，

此 时 正 值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战 最 残 酷 的 日

子，也是马蒂斯最黯

淡的作品时期，是最

渴望严谨性、最接近

立 体 主 义 的 时 期 。

这个时期之后，他还

是远离了立体主义，

回 到 他 快 乐 明 朗 的

色彩中。《钢琴课》很

富结构性：窗外的花

园以简单的绿色几何图形作代

表；除了钢琴前景的红色，其他

颜色都偏冷暗；弹钢琴的孩子右

脸投下几何图形的光线阴影，与

其前方的节拍器几何图形相互对

应……整幅图只有窗户栏杆和钢

琴架上的花饰是轻松的线条。此

图充满了惆怅不安，反映了战争

的阴影和作者忧郁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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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十光的漆彩人生
本报记者 高素娜

他驾木船从爱琴海驶来
本报记者 严长元

作品选登

近年来，山东籍花鸟画家马

硕山的大写意花卉赢得了学术界

的广泛关注。3 月 19 日，“清泉洗

心——马硕山中国画作品展”研

讨会在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举

办。马硕山的《缘》、《风月》、《将

军》等“青花”系列，疏离了时空界

限，将古今花卉融为一体，不断在

怀古中延续和更替着优秀文化的

精神血脉，令人惊喜。其作品“老

屋”“晴窗”系列，将青花瓷瓶与窗

棂、插画和古老的家具结合与铺

陈，画面气息单纯质朴，一种和谐

宁静之美植入观者心灵。而《雨

后幽姿》、《沧海桑田》等大写意作

品，也极富书写的潇洒与磅礴之

气，彰显出时代品格与画家的个

性追求。

重识经典

青花之美
本报记者 成笑容

鱼米香（漆画） 乔十光

苏州风景（漆画） 乔十光

钢琴课（油画·局部） 马蒂斯

红色的餐桌（油画·局部） 马蒂斯

花园中的春之梦与蝴蝶（综合材料） 瓦盖里斯·瑞纳斯

青花系列·清（国画） 马硕山

飞天梦（油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