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4 年，来自东北抚顺的李

宝峰完成了鲁迅美术学院附中和

本科的 9 年学习，毕业分配至甘肃

工作。至今，他已在祖国大西北的

土地上辛勤耕耘了46个春秋，也由

此获得了丰硕收成。李宝峰以人

物画驰誉画坛，属于新中国第二代

人物画家。其实，他的艺术成果是

多方面的。他既有扎实的造型功

底，又多年在出版社工作，有创作

插图和连环画的经历。在长期实

践中磨练所得的默写能力、构图能

力，特别是以笔墨线条勾画人物动

态和刻画神采的能力，对他的中国

画，尤其是人物画创作有很大助

益。鲁美时期的老师王盛烈一直

关注李宝峰，曾撰文称赞他“拿起

笔来写人物、花鸟、山水、动物均能

挥洒自如，绝非练就一两手招数者

可比”，其“功在于造型能力之坚

实”。人物画大家黄胄也很欣赏这

位晚辈的灵性和聪敏，他的热诚平

和，循循善诱，让李宝峰获益匪

浅。李宝峰后来曾多次说到，对其

一生艺术行程影响至深的是王盛

烈和黄胄两位前辈大家。

在李宝峰数十年的艺术行程

中，明确贯穿着一条现实主义的精

神主线。高原广漠，陇原大地，大

西北这片神奇的土地滋育了李宝

峰的艺术精神。他几十年坚执地守

持着深入生活、贴近现实的创作方

向，对西部土地一往情深。李宝峰

一再强调：“到生活中去观察体验很

重要，我经常这样去做，画出自己的

真实体会。”为了画好藏区高原的人

文风情，他坚持每年到藏区基层体

验生活。从甘南藏区、河西走廊到

南疆北疆，都留下了他写生体验的

跋涉足迹，由此而积累了西部生活

与人物的大量形象素材。在大西

北土地上，李宝峰开掘了一口生

活的深井，他拥有不竭的、鲜活的

艺术源泉。从生活中获取创作灵

感，由题材内容出发而思考人物

造型和笔墨语言。这样孕育出来

的作品，既有强烈的西部生活气

息 ，也 有 着 鲜 活 灵 动 的 个 性 特

征。他历年所作《高原情》、《岁

月》、《慕士塔格峰麓》、《巴扎图》、

《丝路花雨》、《西北风》、《琵琶行》

等一系列作品，无不给观者留下深

刻印象。

笔墨语言之于中国画，有着特

别重要的意义。于此，李宝峰有自

己独特的见解和独到的运用。他

注重南北兼容，注意取法传统，也

向西方学习，向年轻画家学习，不

拘一格。为了练好笔墨基本功，

他多年研习书法。上世纪 60 年

代，他甚至尝试用笔墨临写油画，

大胆探索传统笔墨与光影造型方

法嫁接的可能性。他早年作画喜

用侧锋，笔触灵动，线条易于变

化。但在长期的实践中，他逐渐感

悟到，轻巧的笔法欠缺内蕴和力

度，难以恰切表达西部生活的地域

特征和精神内涵。后来，他多用中

锋，或是中锋和侧锋混用。行笔

起承转合，在变化中不忘沉着和厚

重。而在墨色和点线的组合上，很

讲究轻重与疏密节奏。他笔下的

人物，有时甚至用干枯坚硬的笔触

勾勒造型，衣纹反而以轻快流畅的

线条勾出。干裂秋风与润含春雨

意外并置，使人感到淳厚质朴之中

流溢着一股灵动清新之气。

在西部土地开掘一口生活的

深井，李宝峰已经孜孜不倦追求了

40余年。这一系列作品，凸现了大

西北的雄浑和朴厚。它们有浓郁

的西部特征，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在笔墨运用和视觉语言方面，也体

现出许多可贵的个性特色。因为

深刻，所以动人，这样的艺术创

作，必将受到人们由衷的欢迎！

刘亚明历时两年的呕心巨制《通向众冥的自由之路》将于 9 月 4 日至 16 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9 月

4 日至 30 日，在北京 798 艺术区四面空间画廊，“巨制的日常生活叙事”展览将同步举办。刘亚明带着

他的众多作品将在秋窗曙色中，鲜活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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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众冥的自由之路》是刘

亚明构思多年，又以两年时间绘

制完成的一幅巨型油画。这是一

幅 由 160 多 个 人 物 组 成 的 宏 大

的、具有史诗性结构的巨制。画

家以惊人的才情和巨大的精神力

量为人们创造了一个象征性的、

超现实的寓言式的图景……它的

出现，尤其是以如此重大的主题、

如此规模的幅面，应该是中国当

代主义（后现代艺术）另一股力量

的证明。这并不仅仅是风格的问

题，更重要的是表明，中国当代主

义艺术表达的不能只是情绪，而

应该有精神——一种具有文化建

构意义的精神。

——邓平祥

我的眼睛一亮，看到了某种期

待已久悠然而至的奇迹。我看到了

某种心跳，其中激荡着感悟、强烈的

忧患、绝望的愤怒、难以言表的痛心

疾首、启示录的恐怖笼罩……我立

即意识到，这是一幅从未在中国土

地上降临的“启示图”。现在，终于

轮到中国艺术家出场，不仅为时

代作证，而且为人性审判拉开序

幕。这是一次到场，也是一次远

征之始。我相信亚明前程远大，

不仅因为他正年富力强，而且因为

他已经具备创作史诗作品的所有禀

赋，他已经独自来到伟大艺术殿堂

的门槛前……

——王康

这幅大画所展现的情景令人

触目惊心，面对这个惊心动魄的

虚拟场景，我真的有些惊呆了！

——贾方舟

现在中国有这种创作状态的人

已经很少很少，现在中国能够驾驭这

样大画面的人也已经很少很少。

——罗中立

当今是一个小品时代，小品几

乎毫不留情地挤占着我们所有的阅

读空间。因为小品是市场的宠儿，

小品可以满足大众的浅表化阅读欲

望。然而，这些也很难阻止一些艺

术家创作“大画”的愿望。刘亚明就

是这一类画家。所谓“类”已不成

类，目及全国范围，画“大画”的不过

三五人而已。何谓“大画”？在我看

来，至少包括三层意思：一是指题材

巨大，含义丰富，具有强烈的主题性

叙事功能；二是宏大，形象众多，画

面具有尺幅上的压迫感和震撼力；

再者，“大画”所要表达的是无我的

崇高之境，不像小品那样一味地凸

显所谓的“自我”。刘亚明的“大画”

符合上述要点。数年来他一直沉浸

于宗教般的境界中，思索着死亡、信

仰、生命等重大主题。在画面上，他

在一个秘境般的空间中展开这些主

题，以冲突彰显出人类悲剧性的命

运。当今，思索并表现这类主题的

画家已经是少之又少了。刘亚明的

肖像画亦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富

有激情的笔触、透明的调色，准确地

传达出不同人物在不同语境中的精

神状态。

——张晓凌

如果艺术家没有用他全部的

生命、全部的心力投入，是不会产生

这幅画的。他的投入应该不是常人

所能想象的。这投入不光是精力和

体力上的投入，主要是心灵上的投

入，从中我感受到一个知识分子的

良知以及对我们当下生存所面临的

一系列问题的敏感和困惑。

——皮道坚

其作品单纯从绘画技巧角度

看，功力绝非寻常，显而易见是属

古典主义，尤其是将其与杰出的

历史人物比较，尤为突出。可是

又有所不同，与其称之为古典写

实主义，不如称为魔术般的写实

主义。这种与严格意义上古典写

实主义的分支，比如说印象主义、

超 写 实 主 义 以 及 浪 漫 的 绘 画 传

统，又都不同。

——LesleyConstable

美国著名美术批评家

“没有疑问，这是一部伟大的

警世（称为“惊世”也未尝不可）画

作 ！”—— 每 一 次 站 到 刘 亚 明 的

《通向众冥的自由之路》画作前，

我 最 想 说 的 就 是 这 句 话 。 更 何

况，此类由艺术家自觉构思的大

创作一向甚是稀少，在当代美术

史上显得难能可贵！

——陈孝信

如果他没有终极关怀的价值

观，没有宗教般的虔诚，是绝对创

作不出这幅画的。而且在大家都

在迎合市场的时候，他严肃地关

注当下人的生存状况，这样的艺

术家现在已经很少了。

——鲁虹

他以冷静的眼光来观察中国

社会。

——BillZimmer

《纽约时报》资深批评家

把宏大叙事变成个人性的叙

事，在当前是非常有必要的。现

在的艺术界，尤其是年轻一代的

当代艺术，越来越萎缩，更多的是

精 神 萎 缩 的 图 像 ，人 越 来 越 渺

小。当然这是真实体验，但在这

种真实体验的前提下，我们更需

要回顾东西方几千年文明中积淀

下来的崇高的、理想的、有气魄的

东 西 。 历 史 往 往 会 犯 同 样 的 错

误：我们在舍弃不好的东西的同

时 ，往 往 也 同 时 舍 弃 了 好 的 东

西。刘亚明的这幅作品把两个好

的东西从画面中给捡回来了……

一方面是这种宏大叙事的题材，

往往是把它画“空”了，没有东西

可看；另一方面，能够感动人的又

往往是比较个人化的叙事，又显

得 作 品 很 小 气 。 这 样 两 头 不 接

轨，这可能是目前我们社会的局

限性使然。但刘亚明的作品弥合

了这两个方面，他是从个人角度

去描述宏大叙事的题材，这种个

人化的宏大叙事，在近现代中国

艺术史上是比较可贵的。

——杨卫

画面上并没有一条明确的路，

但人类奔走的方向喻示有路。这是

一次巨大的舍弃，对现实世界的舍

弃。通过舍弃现实世界，暗示某种

超现实世界的开启。刘亚明的艺

术，由理性出发，经过激情的冲击，

最终走向了信仰。画家调动人物的

姿态、表情、背景的氛围等因素，释

放出巨大的激情，暗示出某种信仰

的归宿。两边的近景和中间的中景

处理，形成一种合围的视觉心理效

果，仿佛要将站在远处的欣赏者包

围在画面空间之中。当欣赏者为了

纵览全画而不得不退到远处的时

候，会产生一种被拒斥的心理感受；

当欣赏者被包围进画面空间的时

候，又会产生一种被接纳的心理感

受。我们很难确定自己是身在其

中，还是身处其外。当迎面扑来的

人群与我们遭遇的时候，我们是转

身跟他们一道奔跑，还是朝相反的

方向与他们形成撞击，或者站在原

地不动接纳，为他们提供避难之

所？当艺术家们纷纷选择以玩世、

艳俗的方式拉近与当代社会的距离

的时候，刘亚明用一种相反的方式

取得了与当代社会的关联，用一种

独特的方式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当

代转型。

——彭锋

如果他日后有精力再创作几

张类似的作品，那么，此前及以后

的百年中，将会使人类文化史的

美术领域里产生由中国人创造的

标志。在这个难以产生古典主义

大师的时期，在人类的东方，一个

叫刘亚明的先生或许可以为我们

提供不一样的例证。

——丁正耕

刘亚明的世纪寓言—通向众冥的自由之路

黄胄的艺术在 20 世纪艺术变革风潮中独树一帜，他深研历代名

画以及画论，借鉴速写入画，把传统笔墨运用于创作中，形成了写意与

重彩相融的独特风格。他的艺术实践触及到了中国画变革转型中的根

本性问题，包括艺术的本源、中国画的基本精神以及笔墨表现形式等

问题。

由全国政协书画室、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国家画院、北京美术家

协会、北京画院以及北京市黄胄美术基金会联合举办的“大美寻源——

黄胄艺术回顾展”于9月2日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幕。这次展览共展出

黄胄作品78幅，包括了中国画作品、速写以及临摹品，展品中除包含黄

胄的《丰乐图》、《巡逻》以及《井冈山第一面红旗》等巨幅主题性代表创

作，还有他的《维族舞》、《和阗乐奏》等新疆题材人物画作品，也囊括了

《惠安女》、《阿诗玛》、《春兰》等描绘祖国其他边陲民族生活以及小说人

物作品，比较全面地呈现了黄胄的艺术风貌。

展览中特别推出的黄胄临摹的古代人物画小品尚属首次面世，具

有极大的艺术与学术价值。黄胄的临摹方式不拘一格，包括了临摹仿

拟，从宋代的李嵩到清代的任伯年以及明代瓷画，可谓取法广博、为我

所用，他是带着问题去临摹的。在题跋里面，黄胄评点大家，书写体会

心得，传达了对于传统的基本态度。他的艺术具备恒定的审美品格，经

受了时代的考验，对于今天的艺术创作具有多方面的启示。

黄胄绘画的大美之源
周 蓉

创造光明之使者（国画） 李宝峰

从 2007 年 5 月 2 日至 2009 年 5 月 12 日，刘亚明用两年时间潜心创作了 16 米×3 米的巨幅油画《通向众冥的自由之路》。

刘亚明在他的作品前

维族舞 （国画） 黄 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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