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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幅画都是一张自画像
——访山东省美术馆馆长徐青峰

本报实习记者 王松松

徐青峰，1972年生，1994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美术系油画专业，1999年毕业

于中央美术学院第十届油画助教研修班，1994年至 2010年任教于青岛大学，副教

授、硕士研究生导师。2010年至今就任山东省美术馆馆长。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山东省油画学会副主席、山东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青年联合会常

委、青岛市油画学会名誉会长、青岛市拔尖人才、青岛理工大学特聘教授等。

迷茫阶段 坚持作画
艺术是一个与个体存在紧密

相关的领域，它的实质性意义不

是进步或落后，而是是否与个体

的 存 在 密 切 相 关 。 因 为 遗 传 基

因、文化背景和个人趣向的不同，

每 个 人 的 个 体 存 在 都 是 有 差 异

的。这些差异性或非同一性，在

遵从同一性思维的现代科学和行

政管理体制中遭到了彻底的抑制

和无情的驱逐。艺术的一个重要

的任务，就是对这种差异性实施

救赎。一个重要的救赎途径，就

是回归自身，充分展示艺术家自

身 的 个 性 和 气 质 。 就 像 世 界 上

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

世 界 上 也 不 会 有 两 个 完 全 相 同

的人。

对于一个青年艺术家来说，

寻找适合自己个性和气质的风格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太

容易受到大师的影响，潮流的左

右，甚至完全迷失了自我，徐青峰

也有过这种迷失。上世纪 90年代

末，徐青峰在中央美院油画系学

习，当时正赶上西方艺术终结思

想在国内油画界造成巨大震荡，

每天听到各种“观念”、“主义”，

“就是不知道该怎样画画，头脑里

考虑的问题很多，自己非常苦恼，

有一个阶段曾经对自己是否还应

该从事架上绘画产生怀疑。”不少

画家染上了这种典型的艺术终结

症状。

在那段困惑、迷茫的期间，徐

青峰坚持画画，他的困惑和迷茫

自然会体现在画面上，“画面上常

出现矛盾的状态”。事实上，所谓

“矛盾状态”主要不是就画面本身

而言，而是画面与画家之间的矛

盾。比如，在某个时期，由于受到

弗洛伊德的影响，徐青峰画了一批

弗洛伊德式的作品，用煽动的颜

色，粗放的笔触，对人体肌肉进行

粗暴分割，人物表情往往木讷呆

滞，迷茫冷漠。像《女青年肖像》、

《老人站像》和《妻子胸像》就有弗

洛伊德的影子。“弗洛伊德的影响

不仅体现在绘画语言上，更重要的

体现在对人物精神的把握上。”北

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彭锋在评价

徐青峰及其作品时表示：“这个时

期他所画的人物，无一例外地冷漠

而呆滞，即使是他对美丽而开朗

的妻子的描绘也不例外。”

“弗洛伊德也许适合于其他

人，但不适合青峰。”在彭锋看来，

这并不是说徐青峰学弗洛伊德学

得不像，而是说他学得越像就觉

得越别扭，因为他的性格和气质

与弗洛伊德格格不入。不熟悉徐

青峰的人，往往会被他那粗犷的

外表所蒙蔽，将他归入粗放的山

东大汉一类，事实上跟他接触后

就会发现，他的内心非常静谧，感

觉非常细腻。性格和气质上的内

外差异，在徐青峰身上表现得尤

其明显。在日常生活中，他常常

流露出外放的一面；但在关键时

刻，往往是内敛的一面占得上风。

回归自身 与画“交流”
尽管由于受到各种潮流的影

响，徐青峰画了一些矛盾的作品，

但每当关键时刻，都是他的内在

性格和气质起决定性的作用。在

1994 年创作的本科毕业作品《我

静静地喘息》中，徐青峰性格中的

细腻和静谧的一面显露无遗。画

家斜躺在椅子上沉睡，旁边是一

件未完成的塑像，塑像充满动感

的走姿与画家的沉睡形成鲜明的

对照。这一动一静的对照，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徐青峰性格

的内外差异的象征。毫无疑问，

画家本人在画面上居于绝对的主

导地位，这就暗示出静谧是徐青

峰性格的主导方面。徐青峰所用

的绘画语言精确冷静，笔触细腻

柔和，对细节的刻画一丝不苟。

“在我看来，这是一幅比较接近徐

青峰本性的绘画，是他本人的真

实写照。这里的真实性不仅体现

在人物形象上，而且体现在人物

的精神气质上。”彭锋说道。

1999 年是徐青峰绘画道路上

的一个关键时刻，中央美院的两

年助教研修班到了毕业的时候，

需要静下心来认真考虑自己的毕

业创作。徐青峰进行了一次类似

于纳兰霍式的反思，决定冲出时

潮的夹裹，让自己的画笔说自己

的话，不再让别人牵着自己的鼻

子走。他将自己关在画室里，不

跟绘画圈子里的人来往，忘掉大

师，忘掉评委，忘掉画商，忘掉各

种各样的观念，用自己最熟悉的

语言说自己最熟悉的事。他将自

己关在画室大半年，画出了令人

震惊的《天空》。

“将《天空》与一年前的《妻子

像》进行比较，简直不敢相信它们

是同一个画家画的。”彭锋认为，

在《妻子像》的创作中，他还是在

用自己的画笔替别人说话，而在

《天空》的创作中，徐青峰终于果

敢 地 用 自 己 的 画 笔 说 自 己 的 话

了。

徐 青 峰 是 土 生 土 长 的 青 岛

人，大海和沙滩上的各种景象深

深地扎根在他的潜意识之中。徐

青峰创作《天空》可以算得上是一

种精神上的回乡，回到自己最熟

悉的对象，回到自己最默契的语

言。同样是回乡，回归真实的潜

意识，弗洛伊德发现的是沉重的

肉身，徐青峰发现的却是空灵的

境界。“每天工作到两三个小时之

后，渐入佳境，进入迷恋的忘我的

状态，这时忘掉自己是谁，忘掉时

间，忘掉我在哪里，我的身心与画

面形成‘交流’。”

《天 空》让 徐 青 峰 回 到 了 自

身。一旦回到了自身，艺术家往

往变得无比的坚定和自信，进而

历史巨制 呕心沥血
2009 年 10 月，徐青峰的油画

作品《血战台儿庄》成功入选在中

国美术馆举办的国家重大历史题

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展。该画经

历三年的艰辛创作，作为国家重

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一幅艺术

巨制，以油画艺术形式再现了中

华民族历史可歌可泣的一页。在

作品面前，满目壮烈扑面而来。

透过历史的硝烟，我们看到了台

儿庄洒满烈士碧血的残垣断壁和

铁铸般的不屈壮士，中华民族七

十多年前抵御外来侵略者的历

史，让人心中不由得响起了雄浑

的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

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

长城……

一位生于 1972 年，没有经历

腥风血雨和战火洗礼的青年画

家，何以能创作出如此动人心弦

的历史巨制？“说到创作的难度，

对我来讲可想而知。刚才也谈到

这是我第一次创作战争题材的作

品，对城墙、枪炮、爆炸、伤员等情

节都是第一次面对——最难的应

该是资料，还有就是‘气氛’。”徐

青峰告诉记者，画战争题材和其

他的创作有很大的不同，其中的

细节显得不那么重要，最重要的

就是氛围的把握，整张画的气氛

是否能感染观众，是重中之“重”。

“由于缺乏资料，画面上除了

人物以外的前景部分一直空着画

布。倒塌的墙和碎砖块儿在青岛

这样一个海滨旅游城市来说是不

容易找到的，直到有一天妻子从

报纸上获悉青岛即墨有一家厂房

失火。”徐青峰想到可能会找到一

些有用的资料，于是驱车一小时

的路程找到了事发地点，“刚刚烧

完的厂房一片狼藉，有一半的墙

面倒塌。被烟熏的砖块儿、烧焦

的木头、变形的金属，还有黑灰般

的地面，这些被烟火缭绕过的痕

迹，成了画面前景地面部分的原

始资料。”

徐青峰还从电影中下载了大

量的硝烟资料，可是因为各种原

因用起来不是很顺手，他就一直

想找个空地点几堆火，来观察拍

摄。“无奈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空

地，也担心无故放火带来隐患。

后来想到青岛的后海‘小港’地区

正在大面积拆迁，可能会是个不

错的‘放火’场地，于是又驱车前

往。”徐青峰很幸运地找到如他所

想找的一大片空地，而且全是拆

后的碎砖瓦，旁边是一座孤零零

未拆的居民楼，“那天的天气也很

适合拍摄‘烟火’的资料：太阳斜

射，风也较大，与画中的情境相

似。”他在附近的垃圾箱里找了些

容易起黑烟的杂物点燃，火借着

风势越烧越大，黑烟、青烟、白烟

滚滚升空，中间又不断的往里加

“柴”，徐青峰一气呵成拍了一百

多张照片，“就在相机内存快满的

时候，附近楼上传来质问声，这时

才想起要是有人来干涉的话，我

还真很难解释，于是匆匆按了几

下快门，仔细灭火后赶紧离开了

现场。”

这 张 作 品 使 徐 青 峰 收 获 很

大，“不仅得到了一些大场面人物

组合绘画的经验，而且在这三年

中，无数次的与先烈们在画布上

对话，无数次的被他们的精神所

感动……”

在徐青峰看来，画画像照镜

子一样，要明白你喜欢什么，追

求什么。有了这个，你就会沿着

自 己 的 追 求 ，不 要 受 外 界 的 干

扰 ，一 直 往 前 走 。“ 在 画《空》之

前 ，有 人 出 高 价 让 我 画 成 彩 色

的。我拒绝了，我坚持认为这幅

作品黑白的比彩色的好。现在，

对这张画的评说也有很多，但这

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喜欢。

画画其实完全是个人的事，一定

要为自己而画。为自己而画，才

会把真实的自己放进去。这是

种境界。我的理解是画家的每

张画都是一张自画像，每张画都

像自己的精神外衣，最后别人欣

赏到的是你的气质，而不是看你

把石头画得多么像。”

能够主动地、最大限度地展示自

身。《空》就是一幅这样的作品。与

《天空》不同，《空》是黑白的，而且

被放得更宽，那种静谧而空灵的意

境因此被表达得更加充分，黑白可

以让画面更加宁静，这种宁静随着

画幅的放宽而变得更加舒缓而平

稳。这里的“空”不仅是指空间上

的“空旷”，色彩上的“空无”，而且

是指精神状态上的“空寂”，一种类

似于禅宗讲的“入定”的精神状态，

一种“刹那永恒”的心灵感受。“很

多 人 看 了《空》会 觉 得 这 是 现 实

的。其实 在 沙 滩 上 看 不 见 这 种

人。我并不是让人看人体，而是

人体所在的整个画面的空间，也

即 用 具 象 去 表 现 虚 无 缥 缈 的 空

间，表达的是形而上的东西。”

徐青峰馆长接受媒体采访

《空》

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血战台儿庄》 228厘米×450厘米

《丰碑》

画画像照镜子一样，要明白你喜欢什么，追求什么。有了这个，你就沿着自己的追求，不要受外界的干扰，一直往前走——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天空》

本版责编 王松松 美编 李小妮

D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