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ail：yicaishandong@126.com 电话：0531-82611757 2013年 10月 12日 星期六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 会 刊

功夫在画里
在王沂东心中，绘画是幸福

的 享 受 ，而 学 画 则 是 严 谨 的 过

程。从开始正规学画至今，他始

终把基本功作为绘画进步的最重

要环节。“功夫在画里”，写实画特

别是人物写实具有较高难度，构

图、造型、光线等一个细节处理不

好都会影响人物形象展现。以造

型为例，画家笔下的人物造型来

源于生活，但却是对生活场景的

重 新 组 合 ，即 古 法 所 谓“ 经 营 位

置”。真正高明的艺术家把握分

寸极为精准，会使人感到其画中

景致的摆放挪一寸都不行，这便

是驾驭绘画的能力。取得这样的

境界，一在于扎实的基本功，二在

于分寸的拿捏把握。

他说，很多人不是画不好，而

是 在 绘 画 长 跑 中 累 了 不 愿 意 跑

了。而坚守到最后的人，多半都能

取得成功。“成功的画家往往都是

死心眼的人。”他说，“死心眼”并非

指死板守旧，而是坚持与热爱。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程

远说：“王沂东具备一个人成功要

素的两个层面，一是对所选择事

业的忠诚与付出；二是历经艰辛

后的顿悟与乐趣。”目前，王沂东

正在倾力创作一幅太行山主题的

大 画 。 这 幅 画 从 四 年 前 开 始 酝

酿，期间他多次前往太行山区观

察体会当地的风土人情，试图展

现山西人民的真实风貌，挖掘出

这片土地蕴藏的情感和味道。“完

成这幅画后，我想回到故土，为故

乡创作更多作品。”

捕捉最美的瞬间
中国的百姓在文学艺术领域

的形象厚重而苍劲，他们与土地

紧紧相连，勤劳善良、踏实沉稳，

比如裹着白头巾、满脸沧桑皱纹

的老大爷，比如质朴亲切的邻家

大婶，皆是于苦难中坚忍，在生存

的困境中展现对待生活的刚强与

乐观。而在王沂东的视角里，你

会 发 现 农 村 生 活 截 然 不 同 的 一

面：乡间厚重的土地上，成长着清

澈动人的少女。这里的女孩眼睛

里不带有生活的沧桑，美好的神

情如清晨的一缕光，水灵的眸子

里尽是懵懂与期望。

“用画笔捕捉生活里最美的

瞬间，让作品传递真实动人的情

感。”王沂东说，诚然在大多数人

眼中农村生活条件相对落后，生

活质量不尽如人意。“可是，如果

把视角从高高在上的俯视转换成

平等的观察，甚至参与乡亲们的

日常生活，你会发现他们有自己

的节日习俗和快乐的方式。自得

其乐的乡间生活并非人们想象中

那般沉重艰苦。”婚礼是农村女性

一生最辉煌和美好的时刻，也是

整个村子热闹喜庆的节日。“相比

于展现苦难，我更希望将这个美

丽瞬间捕捉记录。因为，固然苦难

和悲剧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而唯有

美好才直接敲击心灵的琴弦。”

前苏联戏剧表演艺术家斯坦

尼拉夫斯基认为，艺术是同时强

调 情 绪 、意 志 和 理 智 型 的 创 作 。

而演员的形体动作要在情绪带动

下才会真实感人。王沂东说，绘

画亦是此理。画中人物的行为举

止、神态眼神必须是人物情感的

真实体现，才能呈现艺术的情感

诉求。为了准确把握民间女子婚

嫁时的心情，王沂东多次深入农

村采访当地的老太太，问她们年

轻 时 是 以 怎 样 的 心 情 看 待 婚 姻

的。“其实，那个年代的婚姻仍然

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大多

数新娘子在结婚前没有见过自己

的未来夫君，对婚姻也没有实质

认 识 。 对 待 婚 姻 ，她 们 懵 懂 、害

怕、期待……”

故而，在王沂东的画里没有

悲伤和沉重，只有鲁南山水里的

一抹晨曦，皑皑白雪中的红衣新

娘。他独辟蹊径地发掘中国乡村

的另一种美感，将其捕捉、凝固，

呈现给世人，也用这份美好感动

了世人。

画乃心之所爱
世 人 皆 说 成 功 之 路 布 满 荆

棘，而在王沂东心中，绘画道路却

因挚爱而充满幸福。回顾他的艺

术历程，要从童年的满墙涂鸦说

起，幼时的王沂东看到空白地方

就想拿起笔画满，于是家里的墙

壁四周皆成了他的画布。对此，

家人与邻里街坊都微笑包容，不

时开玩笑说：“老王家出了一个小

画家。”若干年后，老王家真的走

出了一位当今中国著名的写实油

画家，而那民风淳朴、山川如画的

故乡山水深深印在了他的心间，

形成了他古朴凝重、俏丽灵动的

艺术风格。

1972 年，王沂东考入山东省

五七艺术学校（今山东艺术学院）

美术队。“这里有一个让人后怕却

也 倍 感 庆 幸 的 故 事 ”王 沂 东 笑

说。那年他在山东沂源柴油机厂

当车工，负责绘制厂内宣传画等

工作。“招考当日若不是碰巧回家

看望父母及美术老师，就不可能

在美术老师家里遇到负责招生的

工作人员。”他说，“那个年代通讯

手段尚不成熟，一旦错过，恐怕就

是另一条人生路了。”

在专业院校系统学习绘画技

法后，王沂东进步神速，1975 年毕

业，1977 年他的作品《沂蒙新春》、

《笑看纸老虎》入选全国“纪念建

军 50 周年”美术作品展。1978 年，

“文革”后中央美术学院第一次面

向全国公开招生，油画系从 2500

名应试生中只招收 15 人，王沂东

就是其中之一。“时代的发展和进

步为我学画、创作提供了良好的

机遇和条件。”他感慨说，当自己

学习各种绘画技法的时候，中国

油画发展还处在封闭期，没有市

场的存在，这给了他得天独厚的

学 习 环 境 ，练 就 了 扎 实 的 基 本

功。上世纪 80 年代的思潮解放给

油画创作带来清新的氛围，在此

背景下，王沂东确定了以沂蒙山

为母体的创作思路。

曾经有人问过王沂东，怎样

的 生 活 状 态 是 他 最 期 盼 的 。 答

曰 ：无 琐 事 缠 身 ，可 专 心 绘 画 。

2004 年，49 岁的他终于决定将 20

多年的教学工作画上句号，以全

票 通 过 成 为 北 京 画 院 的 专 业 画

家。采访时他一直微笑着说自己

是“幸运儿”，因为太多的人喜欢

画画却没有机会拿起画笔，又有

太多的人拿起画笔却没有坚持到

最后。“相比之下，我何其幸运，何

其快乐。”

闹房之二-吉祥烟

记 者 手记

人生最珍贵的刹那年华，

于生命长河中十之不过一二。

尤其对于旧时农村的少女，结

婚的当日也许是一生唯一的

热闹明媚。成家之前懵懂不

谙世事，而挽发之后则牢牢拴

在灶台柴米的家庭琐事之中。

沂东先生用画笔将新娘瞬间

的一颦一笑捕捉，美好的刹那

便随着油彩永恒定格在画面

之上，把彼时年代里女子的刹

那芳华，中国女性的婉约静好，

表露无遗。鲜浓至极的红，沉

积深远的墨，对照着画中少女

轻灵懵懂的眼神，最浓烈色彩

下的淡然，淡然神情里的最真，

在极大的矛盾里，画面和谐静

好地呈现，却于画外传递层层

意蕴，每次端详，都有不同的感

悟。世间的矛盾，本就相依而

存：古人云，至近至远东西，至

深至浅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

亲至疏夫妻。而他的画里，则

是至红至黑里的东方古韵，至

淡至浓的温润流光。

红 色 ，是 中 国 的 图 腾 之

色。民间更喜红，因为生活的

色彩太过单调，所以他们期待

一 些 鲜 艳 ，视 觉 里 的 鲜 艳 也

好，日子里的精彩也罢，所以

婚礼时的红色喜庆不再是一

家一户的节日，而是整个村子

的狂欢。沂东先生以他敏锐

的视角和多情的内心体会到

了这一抹红的意义，特别是在

山东这样一块保守、中庸的土

地的映衬下，这抹红便更加鲜

艳而富有生命力。

先生的画是多情的，人亦

是。对艺术的真情使他天命

之年推去所有事务专心绘画；

对故土的深情使他走过大洋

彼岸依然坚定回到祖国，于画

面展现家乡最美的风貌。他

的多情是对世间所有美好的

事物的珍惜与体会，是老家清

晨的一缕晨曦，是红妆黑瓦里

绵绵不绝的希望。

多 情 最 是 着 红 妆
周 荃

将中国绘画界看作一个建

筑的门廊，那么，写实主义画就

是它的拱顶石。

写实主义油画是中国近二

十年里最引人注目的画派，在

绘画界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商业化潮流中，写实主义油

画坚守着自己的原则、情操和

本色，它们不是用宣言而是用

作品表现自身，并因此成为中

国绘画界的亮点，其作用类似

一个大建筑的拱顶石。

拱顶石的特点在于它当仁

不让地展示一个建筑的门面，

在关键部位上承受巨大的结构

压力，并作为整体建筑的层次

标志而贡献图腾般的美感。没

有写实主义油画这个稳固而典

雅的拱顶石，中国的油画将因

缺少精美的标志而逊色。

王沂东先生是中国油画界

的领军人物，也是写实主义画派

的中坚力量之一。他的作品一

直坚守乡村题材和民间趣味。

从上世纪80年代的《蒙山雨》到

90年代的《闹市》到最近的新作

《深山里的太阳》，始终没有离开

这一主题。他对乡村生活的向

往其实是对纯粹精神的赞美，

他对农民的热爱实际上是对民

间色彩的情有独钟，这种选择取

向和文化志趣不仅让王沂东保

持着良好的创作心态，也为他的

画作融入了内在的感染力。

艺 术 大 师 都 以 简 洁 见 功

力，机巧和矫情往往收不到好

效果。王沂东的画具有色彩单

纯、光线明快的特点。他善于

用流畅的线条造就一个饱满的

焦点，同时留出宽阔的想象空

间，以平衡读者在第一印象中

所形成的审美紧张，扩展并深

化对焦点的感觉。

王沂东重视对西方油画的

吸收与继承。本人认为他的表

现手法一定程度上受到安格

尔、伦勃朗等名家，以及俄国画

派的精神影响。同时，王沂东

又有明显的中国特点，因为他

一直注意继承油画传统的同时

努力融入本民族的审美习惯与

哲学内涵。

王沂东是中国写实主义画

派的佼佼者。他是中国浪漫主

义古典油画的实践者和集大成

者。但同时，他对自己的创作

十分清醒，并以谦逊平和的心

情恪守着艺术追求。他说，我

将继续以北方农村为创作源

泉，吸收中国本民族的绘画语

言与艺术思想，充分吸收中西

文化的精华而不失自我，从而

完成自己的风格。

精 美 典 雅 的 拱 顶 石
—评王沂东的绘画

王兆军

作 品
评 论

醇若佳酿 流韵飘香

他从齐鲁大地走来，携着对绘画艺术的挚爱踏遍祖国山河，最终回到故土，以写实的笔触，将古典主义的表现技法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意蕴，用浓郁的红色与

黑色的对比和渗透来展现含蓄动人的东方美、内在美。观其画作，深厚中以灵秀点睛，如品一坛陈年老酒，满溢着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艺术风采的醇厚，却又回味中国宋

代工笔流韵的清香。

王沂东，1955 年生于山东蓬莱，成长于沂蒙山，1972 年考入山

东省五七艺术学校（今山东艺术学院）美术队，开始系统学习绘

画。1978 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1982 年于中央美术学院

毕业并留校任教，曾任中央美院教授。现任北京画院专业画家、

国家一级美术师、北京画院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

事、中国美术家协会油画艺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美术家协会副

主席、山东省美术馆艺术委员会顾问。曾在美国、中国香港、中国

澳门、德国等地举办个人作品展，作品多次在全国性美展中获奖，

代表作品有《沂蒙雨》、《古老的山村》、《蒙山晨雾》等。

蒙山晨雾

冬天里的阳光

一缕清风

—访中国写实油画家王沂东
本报驻山东记者 周 荃

本报记者采访王沂东 常会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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