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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张祖英，是通过他作品中的

清月光。《岁月》、《梦故乡》、《下弦月》

等作品所表现的那片月下宁静和莺

歌燕舞、春意盎然的画境相比，似乎

没有生机，可站在这几幅画面前，宁

静得似乎只能听到自己的心声，澄净

的画面让我不由自主地在脑海中勾

勒自己的梦。

初见张祖英，心里竟有一种果然

如此的想法。张祖英是内敛的，不喜

欢说空话和大话，干的要比说的多，

难得的是他的心静如水。市场是浮

躁的，人心是浮躁的，他可以穿梭于

其间，而静静地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

情。他说自己是愚笨的人，而这愚笨

之中带着执着，不轻易转动自己的车

把，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向着自己的

方向径直地穿过。这份宁静是他的

底蕴也是他性格的本源，所以他的画

面里常常就会有那么一种神圣和梦

幻的宁静。

张祖英是一个不太会用言语表

达的人，他的情感往往是在无言中孕

化的，他的激情也往往是掩盖在他略

显冷峻的外表之中。在日常的学会

工作中，张祖英永远谨记着自己在团

体中的位置和作用。他说自己是黏

合剂，仅仅把各方的力量凝结在了一

起；他把自己比作水泥，仅仅把栋梁

和岩石瓦块砌合起来；他说他也许就

是催生剂，把孕育成型的艺术胎儿助

产在了一片天地。因此，在热火朝天

的工作中，他守护的还是自己心中的

一份宁静，没有在热火朝天中迷失了

自己。他内心的追求和他工作的状

态几乎是天壤之别，难以想象一个内

心宁静的人却喜欢操持轰轰烈烈的

大事情，也难以想象操持油画轰轰烈

烈大展的张祖英是一个内心酷爱宁

静的人。

酷 爱 宁 静
王松松

时光倒回 60 年，如果你经过上海某条普通的里弄，也许会看见一群孩子正

在嬉戏，也许他们正在玩弹子、踢皮球，不过也许你还会看到一个男孩拿着一支

粉笔，安心地在弄堂里的地上画画，《画三国》、《画水浒》、画自己心里的故事。

如果你有耐心，你可以在那里看他两三个小时，从弄堂的这一头一直画到那

头。当然，也许他会很快被妈妈喊回家，因为他必须去解释床单上用妈妈的口

红画的图案是怎么一回事儿。

这个小男孩叫张祖英，60 多年后的今天，他的名前被冠以很多头衔：中国艺

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油画学会副主席，中国国家画院油画院副院长兼秘书长，北

京国子监油画艺术馆副馆长……当然，这一切在他看来都算不得什么，“我就是一

个画油画的。”

张祖英生长在一个文化气氛浓厚

的著名茶商家庭，由于家庭的熏陶，绘

画是他自幼的兴趣。

虽然常因误了饭时而受到训斥，但

家庭对他的兴趣却极为支持，自初中起

即送他到当时上海颇有名气的“现代画

室”学习，师从同济大学建筑系的陈盛

铎，“他的素描教学深入浅出，富有启发

性，每周授课三个晚上，雷打不动。”张

祖英的绘画启蒙就在那里开始。

高中结束前，在父亲、姐姐的安排

下，张祖英开始到家庭的世交刘海粟先

生处学习。“他家的书房中有中外古今

的丰富藏书，特别是大量从欧洲带回的

画册和上百张大幅欧洲古典和印象画

派仿真印刷油画，这些充满生命力的作

品，开启了我对油画认识的天地。”张祖

英告诉记者，刘海粟学识渊博，连续多

年的每周一次评阅习作和谈论中外画

事，让他逐渐开始真正懂得绘画是怎么

回事。

张祖英至今不忘刘海粟先生的教

诲：“艺术是一门学问，是学问就要不断

探索。”“绘画是愉快的，但也是件苦差事，

不努力就会一事无成。”刘海粟还经常告

诫 张 祖 英 要 努 力 提 高 各 种 文 化 修 养 。

1959 年，张祖英同时考取了浙江美院和

上海戏剧学院，但由于国家招生体制的原

因，他最后留在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时

值三年困难时期，美术学院分配不景气，

而他却获得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继续深造

的机会，开始了自己的绘画生涯。

他的性格内向，稳重，外表柔顺而

内心刚毅，骨子里是高傲矜持的贵族气

追求精神内涵

画我心中诗
—访油画家张祖英

本报实习记者 王松松

张祖英专注肖像画创作，源于他内

心对于人物的浓厚兴趣。他自小就喜

欢画人物，而且特别喜欢刻画脸部。通

过对不同人物的脸部的观察和描绘，他

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进入人物的内心，想

象其内心的情感世界。

油画《创业艰难百战多》是张祖英

的成名作。有趣的是他的艺术人生也

在“创业艰难百事多”中度过。从上海

到京城工作，没有权势背景，开拓一个

从无到有的事业，其艰难可想而知。

1977 年，婚后的第二天，张祖英开

始创作《创业艰难百战多》。“我们 4月 30

号结婚，第二天他就开始了长达 30 天的

创作。”张祖英的妻子戢遐龄目睹了整

个创作过程，“起初我一直以为他喜欢

陈毅的坦荡、率直和他的儒将之风。也

把这幅作品看成是那歌颂英雄时代的

应时之作。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我对

他越来越深入的了解，才渐渐体会到他

有一个英雄主义时代的烙印和英雄主

义的情结。”

在这幅画里，没有表现出具体的赞

誉，画面以突出人物的精神为主，表述

着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拜，张

扬着民族精神，在参加 1977年建军 50周

年美展时受到一致好评，并成为张祖英

油画创作风格的代表作。这幅英武而

儒雅的将军诗人陈毅肖像，也被公认为

历史人物画的范例之一。

在创作了战火纷飞中的政治家和

军事家陈毅的形象之后，张祖英转而描

绘和平环境中的普通人。从农村劳动

者到年迈的学者，从清纯的城市女性到

历尽风霜的边疆牧人。《塬上》（1984）是

肖像与乡土风情相融合的作品，干燥的

空气和明亮的阳光，淳厚质朴的陕北农

民与他放牧的羊群，构成开阔和煦的生

活场面。题材类似而相为映照的作品

有《清风》（1991），那是一个在清爽湿润

的稻田里劳作的江南姑娘，她正在系住

被清风吹开的头巾。占据《塬上》画面

大片空间的是秋季阳光下的北方高原，

占据《清风》大片空间的则是夏雨初霁

的水乡阡陌。富于特色的环境描写成

功地衬托出人物的性格和心境。

张祖英的肖像画具有自己独特的

艺术语言和表达方式。简洁和精练是

他的肖像画给人的鲜明印象。他的画

面中没有琐碎以至于可有可无的东西，

他将一切与画面主题无关的细节都做

了处理。

“诗言志。”古人评述王维“诗中有

画，画中有诗”，其实一幅画往往就是一

首诗。它是寄于绘画语言的精神表达，

但在生活和创作中，真正体味，实际去做

到却并不容易。张祖英却对这种诗画相

通、情景交融的意境理解得相当透彻。

上世纪 70 年代末，适逢国家实行改

革开放，时代的巨变给油画发展带来新

的机遇，张祖英和当时的许多年轻画家

一样，为如何用更恰当、更具个性的语

言来表达主观感受，已有的经验如何与

新的探求相结合苦心追寻。1984 年，张

祖英在未承担任何职务的情况下，发起

并推动了中国油画界具有历史意义的黄

山会议的召开，会议决定第二年筹办“中

国当代油画展”。在准备参展作品时，张

祖英随队到河北长城各点登涉，之后又

去了新疆。站在城头极目远眺这些古

代文明遗存在绵延山峦间起伏远去的

壮丽景象，近观脚下断垣残壁所形成的

强烈对比，激起他心灵的震撼和情感波

澜，《古道系列》的创意由此而生。

《古道系列》借助于这片有着深厚

历史积淀的土壤为素材，创造了一个个

能让心灵遨游的天地。在这些作品中，

画面的时空是相对和可以转换的，“在

我看来，究竟是连绵长城的哪个关隘，

古丝路的哪个古文化遗址并不重要，我

只是想借用那些地老天荒的山河，让阳

光与投影、月色和雾霭映照它们沉寂千

古的灵魂。”

自《岁月》于 1986 年“中国当代油画

展”展出后，近十年间以长城与古丝路

为题材，张祖英陆续创作了《旷寂的回

声》、《下弦月》、《传说》、《通往河西走廊

的隘口》、《远去的金山岭》、《蔚蓝色的

天空》、《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夕》、

《没有驼铃的空谷》、《屹》、《远山的呼

唤》等十余幅作品。

“古道”系列和之后创作的“山”系

列多幅作品，在绘画的手法上，张祖英

仍然习惯于用写实手法来表现自己的

感受，但却又不受客观景物的局限，着

力于表达精神内涵。“当我笔下不把它

们的外在形态作为创作终点而作为创

作起点时，便取得了某种心灵的自由，

从而超越具象视觉的经验并从中提炼

出抽象意味来述说某种现代哲理，以更

加积极的态度来面对人生。”

张祖英善于通过对生活素材的提

炼、概括和营造，把平时似乎熟悉但在

现实中是不多见的局部重新组合，形成

新的境界。他的风景画并不完全是客

观景物的写实，而是强化了主观情感的

表现，对自然景物进行了理想化的加工

处理或重新组合，“我想突破自然景物

的限制，获得心灵的自由，以营造富有

个性情感和人生哲理的意境。”

获得心灵自由

作为中国美术家协会油画艺术

委员会和中国油画学会双重秘书长

的张祖英，策划和参与组织了第一、

二、三届中国油画展，“当代中国山水

画·油画风景展”等一系列推进中国油

画发展的学术工作。近十年来，他既

是展览的策划者与工作者，又是一个

画家，这样的多重身份让他在中国油

画发展方向这个问题上看得更透彻。

“ 中 国 油 画 有 着 广 阔 的 发 展 空

间。”在张祖英看来，油画在中国正展

现出蓬勃生机，当前每年几十万的考

生、数十万从业人员和各种艺术活动

如雨后春笋的兴旺景象，就是明证。

“当然，我国油画艺术在品质和深

度上与欧洲传统精华还有相当距离，

总体上还是缺乏底蕴。犹如平锅里的

发面饼，虽然铺满锅底，其中却漫布空

洞，显然在此基础上难以盖起高楼大

厦，更不要说攀登艺术高峰。”张祖英

不论在自己创作还是向别人传授经验

时，总是把夯实基础挂在嘴边，“应该

在当前中国油画的各个层面向深度开

掘，提高它的总体水平，切实加强油画

的本体语言研究，对其涉及精神表达

和艺术技法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近年，因工作变动，张祖英有机

会以较多的时间投入创作实践，赴各

地名山大川采风写生，特别是多次赴

欧美各主要博物馆细览，并与师友同

道切磋研究经典名作和艺术流派兴

衰与变迁之道。通过对比认真体悟

和思考，张祖英提出，油画家要提倡

创造的精神自觉，努力寻找属于自己

的艺术语言，作出有价值的创造贡献

才能留存于世。

挖掘自己的艺术语言

质；他的情感执着，深沉，外表冷静而内

心炽热，情感通常受到理智的支配而有

所抑制。他爱读书，勤于独立思考，不

追逐时尚。他知道什么是艺术的理想

和真正的经典，什么是贵族的气质和高

雅的品位。他不满足于绘画表面的形

式美，更注重绘画内在的意蕴美，追求

更深层的精神内涵，锲而不舍地向形式

美和意蕴美的深度掘进。正像他在《画

我心中诗》中所说的：“我想深度也是一

种出新，当挖掘到别人未发掘的东西时

也就达到了新的境界。”

进入人物内心
记者 手记

《啊蒙古蒙古》 180厘米×160厘米 2008年《创业艰难百战多》 160厘米×150厘米 1976年 《梦故乡》 104.8厘米×126.6厘米 1999年

《流浪艺人》 130厘米×160厘米 2007年

《自画像》 125厘米×160厘米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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