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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面前有两条大河，一条是

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一条是先进的

西方现代意识。两条大河奔流不息，

有时交汇相融，有时分道扬镳。我们

如何选择？绘画也是这样，有人穿着

老布衫，脚蹬圆口布鞋，坐在太师椅

上，端着清茶，坚守传统。也有人西

装革履，开着劳斯莱斯，穿梭于高楼

林立的大道上。当然也有人穿着中

山装，高举着中西合璧的大旗。说不

上谁好谁坏，更说不上谁对谁错。但

是作为个体必须选择。

我是一个颇有毅力的人，却又是

一个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的人，或者

说什么都想沾一下的人。曾无限虔

诚去曲阜朝拜孔夫子，也得勒着领结

走在曼哈顿第五大道上。时不时还

会想起老同学隋建国那件洪钟大吕

般的雕塑作品—中山装。海参虽

好也不能一日三餐顿顿吃，吃点别的

有利于健康。非要选择的话，我就左

右摇摆地落下这步棋—中山装。

我 的 艺 术 主 张
岳海波

岳海波，山东济南人。山东艺术学院

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

国美术家协会综合材料绘画委员会委员。

共 9 件作品入选第七、八、九、十、十一届

全国美术作品展，其中作品《桃园结义》获第

八届全国美展最高奖；作品《齐鲁名贤》、《仁

者》获优秀奖；《雨后阳光》获“获奖推荐作

品”，作品《牛郎织女图》获全国青年美展二

等奖；作品《孔子》获全国第四届连环画评奖

创作三等奖；《不抛弃不放弃》（合作）获泰山

文艺奖一等奖；同时入选第三届北京国际双

年展等。2008 年被评为“山东教学名师”；

2010年被评为“山东优秀教学团队带头人”。

探寻艺术的无限可能性探寻艺术的无限可能性
—访画家岳海波

本报驻山东记者 宁昊然

谈起艺术，可以追溯到小时候。在

岳海波看来，自己的艺术之路有家族遗

传因素。他的祖父早年在乡村生活，是

个能写会画的人。家族里有两个哥哥

画画很不错，弟弟也是职业画家。他的

女儿岳小飞毕业于中央美院，几乎是中

国美协最年轻的会员。去年硕士毕业

刚参加工作，在艺术圈里已有些名气。

岳海波的父亲是位老革命，“文革”

期间他的家庭受到冲击。“‘文革’之后，我

家里发生了一些变化，包括搬家。巧合的

是搬家后和山水画家刘宝纯先生家住一

个大院，我和刘宝纯先生的儿子成为朋

友。我在同龄人里，画画很不错。就这

样，小时候跟刘宝纯先生学过一段时间。”

那是个动乱不安的年代，但是在岳海波

的记忆里，一个人在家拧开老式收音机，

边听广播边画画也是件愉快的事情。

1973 年，岳海波考入山东省五七艺

术学校（山东艺术学院的前身）美术专

业。“那时山东全省美术专业招生特别

少，1973 年五七艺校只招了 15 个人。”受

时代因素影响，他在五七艺校读书的三

年接受到的教学模式相对死板。学习

以素描等基本功、训练造型为主，出门

体验生活是经常的事。“我们常深入到

工厂、农村、部队写生、创作，几乎一半

的时间都在外面。那时的写生都带着

一种虔诚的心态，基本上每张画都是小

创作。”

谈起那个年代美术教育的贫乏，岳

海波记得临近毕业时，正巧有外国友人

到学校参观访问，问到学生西方的艺术

流派，大家甚至都没听说过那些名词。

三年后他毕业留校，1979 年山东省五七

艺校更名为山东艺术学院。和岳海波

一批的同学，后来很多成为山东艺术学

院的骨干教学力量，包括山东艺术学院

院 长 张 志 民 ，副 院 长 王 力 克 、梁 文 博

等。“我们这一级在山艺号称长子长孙，

学生一般阅历丰富，有的工作过，有的

当过兵，然后回炉上学。那时候学画的

群体比较小，大家几乎都是出自于对艺

术天然的热爱，并且具有一定的天赋。”

他说。

他走上艺术这条路似乎有一定的

偶然性，但又是必然的。岳海波认为，

正是那个特殊的时代造就了一批像他

一样基础扎实，对艺术有着赤诚之心的

画家。

艺术赤子心

国庆假期第一天，济南千佛山景区人头攒动，热闹喧嚣。岳海波老师的画室和这热闹的景区只一街之隔，宁静得恍若两个世界，他在这里

筑起自己的艺术领地。在他的画室，他讲述了自己几十年的艺术轨迹。在岳海波老师儒雅、安静的外表下，他对艺术理念的坚韧之心和执着

追求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岳海波把他几十年的艺术之路以

十年为段落划分，留校后的十年，他画

连环画画出了名堂。连环画是上世纪

中后期的产物，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甚

至都能被画在这些小画册中。历史故

事、文学名著是连环画中常见的内容。

“我们小时候书摊上一般会有一个书

架，摆满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各

种连环画。当时是现场看一本 1 分钱，

有时候会一个孩子出钱，几个孩子轮着

看。”他回忆起现在几乎消失的启蒙读

物。“小时候对历史的认知，不少都源自

于连环画。”

上世纪 80 年代的画坛不似如今纷

杂，彼时国画、油画创作都是纯粹的艺

术实践，几乎没有市场交易。连环画却

是有稿费的，画连环画在画家圈里也颇

为流行。在那种情况下，岳海波走上连

环画创作这条路，一画就是十年。他的

连环画《桃园结义》获第八届全国美展

最高奖，作品《孔子》获第四届全国连环

画创作三等奖。

直到今天，他认为年轻时长期的连

环画创作，对自己的造型能力、观察力和

记忆形象能力都有很大影响。“一本连环

画有上百幅画，每张画的构图都不同，人

物形象各异。对画家观察能力和形象能

力要求较高。”他指着画板上新近创作的

一幅《齐桓公争霸》（草图）说。

岳海波介绍，《齐桓公争霸》被收入

“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这项浩大的美术工程以中国通史为结

构脉络，选取自公元前至 1840 年漫长历

史发展过程中，史前社会、奴隶社会、封

建社会各个时期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

件、历史史实，历史人物和文明成果作

为主题。由全国各地的画家依托丰富

的历史素材和研究史料，运用绘画、雕

塑的方式再现展示出来。最终作品将

由国家博物馆收藏。岳海波这幅同名

画作力图通过翔实的史料调查和实地

考证，尽量还原历史。

“ 中 华 文 明 历 史 题 材 美 术 创 作 工

程”对入选作品审查很严格，在评审会

上，历史专家提出了很多存在的问题。

“我早年画了不少历史连环画，知道历

史题材的每一个细节要处理得相当谨

慎。如果人物的服装、道具画错了会闹

大笑话。那时上海知名连环画画家、美

术编辑王亦秋先生曾给我指出错误，并

不吝指教。”目前，《齐桓公争霸》只是完

成草图阶段，计划在 2015 年完成大画创

作。在岳海波心中，这幅画体现了自我

价值，在自己的艺术生涯中具有里程碑

式的意义。他打算到临淄博物馆参观，

实地加深对史实的了解。并找历史学

家商讨画中很多要素，力保画的真实

性，尽量还原历史原貌。

连环画的记忆

圈外人知道岳海波多是因为他的

国画人物，那些美丽而忧伤的女性，因

如诗如醉的意境而打动读者。连环画

创作之后的十年，他深入国画创作。他

解释，虽然很早开始画国画，但是并没

走上创作的道路。接下来的十年他致

力于国画的探索研究，并集中画了一批

古典女性题材作品。

国画《花开寂寞红》中，他用写意的

手法描绘出一位一袭白色长裙的长发

姑娘站立荷塘边，以彩墨的方式呈现出

女性如水一样的柔软，并以墨色的厚重

衬托这份优雅的情致。他给自己的人

物画“甜蜜的忧伤”这样的主题。他说，

女性是甜美的，但是一幅画尽是甜美就

太满，难免落于俗套，加入忧伤的元素

意境有所不同。

尽管岳海波的人物画创作达到了很

高的水平，他并没有停止对艺术其他可能

性的尝试。他曾在中央美院做访问学者，

专门研究综合材料绘画领域，这是门新兴

的画种。“你看这幅画（指着靠在墙上一幅

一米多高，看起来像是玻璃板上画的竹

子），很多人猜是毛笔画的，其实是用新材

料做的。”在国画的创新上，他有着自己独

到的看法。国画走到今天，需要发展，从

哪个方面去拓展？他认为工具的革新会

带来观念的改变和模式的更新，这和中国

自古以来重道轻器的传统是相反的。他

称近几年自己的画多具探索性，最大的

价值在于新材料的运用和摸索。

“十艺节期间，中国美协综合材料

绘画创作委员会将在济南办综合材料

绘画特展。我们曾经在 2011 年做过‘回

望中国——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综合

美术作品展’，展出效果很好。相信接

下来这个特展将会给山东甚至全国美

术界带来全新感觉。”岳海波说。

“很多国画家一生都在研究传统和

笔墨，不可否认笔墨精神是中国文人的

精神寄托载体。”岳海波自问，“艺术的

本质是什么？在笔墨产生之前艺术是

什么形式？艺术本质的还是想象力和

创造力。艺术像人一样有生命周期，有

萌芽期、生长期、成熟期、衰老期，对艺

术家来讲，最好的时候是接近成熟期。

进入成熟期如果不再探索，会逐步衰

落。而艺术的生长周期是可以人为控

制的，像齐白石、毕加索到晚年还变法，

重新进入生长期。我想在传统笔墨之

外，拓宽一个领域，探索中国画的表现

力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

探索无止境

近十年，岳海波带领他的团队走在

综合材料绘画探索的路上并不是一帆

风顺的。和任何一个学术领域一样，新

观念的实践难免会引来争议和阻力。

在画板上刷上腻子，贴上卫生纸、

报纸、刷金属材料……这些生活中常见

事物居然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件艺术作

品。这是岳海波老师和他的团队新材

料作品，这颠覆了大众对于绘画的理

解。综合材料绘画，是用于界定现代绘

画中那些非传统材料的绘画作品的。

如画面上粘贴报纸、麻袋、金属，然后再

用颜料作画的，还有一些绘画技术和装

置技术结合但是偏静态绘画的。“例如

墙上刷的腻子，就有一种静态的肃静

感。”岳海波解释。

艺术走下神坛

岳海波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综合

材料绘画委员会委员。他认为即使

遇到阻力，推广综合材料绘画也是自

己的职责所在。在他看来艺术是属于

大众的，“如何把艺术从少数人手中解

放出来变成大众的”是他一直在思考

的问题。“孔子两千多年前说有教无

类，艺术也应这样。70 多年前毛主席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

艺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如今在音

乐、摄影、文学等领域，已经很好的走

进大众。绘画的门槛较高，那是否能

找到一个契合点让大众接近？找这样

一个让大众走进来的契合点相对难，

我想综合材料绘画就是这个点。”

他甚至有想法退休之后办一个

美术班，专门招收些没有美术专业基

础的学生，进行综合材料绘画教学。

“那么多草根民众走上了音乐的大舞

台，他们的歌声甚至比专业歌手还要

打动人。绘画也是一样的，大众也许

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国画《军民鱼水情》

综合材料绘画《雨后阳光》

国画《花开寂寞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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