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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做人 踏实画画
——访水粉画家、油画家杨克山

本报驻山东记者 陈丽媛

杨克山，擅长油画、水粉画。河南人，成长于山东青岛。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他跟随书画家叶伯泉学画，以后得到著名油

画家何孔德、高泉和崔开玺的悉心指导，画艺突飞猛进。1986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专攻油画专业。现为中国美术家

协会会员、中国油画学会会员。多年来，杨克山参与或主持了中国第一幅半景画《卢沟桥战斗——七七事变》、第一幅全景画《攻

克锦州》等多项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小鼓手》等作品屡次在全国宣传画展、全国美术作品展、全美油

画展等国内外重大美术展览中获奖，并为军事博物馆、毛主席纪念堂、中国美术馆、西柏坡革命纪念馆、中国革命博物馆、辽沈战

役纪念馆等陈列展出或收藏。出版有《杨克山水粉画选》、《杨克山油画集》、《杨克山油画作品集》等。

作为一名在当代久负盛名的青岛籍水粉画家、油画家。从早期以宣传画和连

环画为主的水粉创作，到潜心油画艺术之后的拾级而上，杨克山始终扎根于中国

文化的土壤之中，在孜孜以求、不倦不怠的艺术创作过程中磨砺技法，追求才情的

舒展和体验的升华，形成圆熟老到、意韵无穷的艺术风格。在自然法则和心灵的

自由之间，他总是不断地用画笔寻求着能够彼此沟通的桥梁。当他的那些踏着疾

风回家的牛群被暮色笼罩或一群鸟儿掠过草原上浓重的云层时，我们都能体会出

那种飞动的魅力和生命中所蕴含的浩荡不羁的气魄。近日，当记者走进杨克山位

于青岛金石博物馆的画室时，画架上一幅“藏族女孩”安静地看着远方，轻启的嘴

唇似要对来客说些什么。待到严谨的画家说“她还没有完成”时，女孩随即收敛笑

容，重又注视着房间。

1944 年，杨克山生于战乱，1953 年

随父母来到青岛。他的父亲是一名丝

绸技术工程师，业余时间喜欢绘画。

“解放初期他画了一张毛主席戴八角

帽的画，有点儿版画的味道。自己的

老爹能画画我感觉特别骄傲。”在父

亲的影响下，杨克山经常流连于书店

的美术印刷品前，那个动荡不安的年

代丝毫没有阻挡他与艺术倾心相爱。

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他跟随书画家

叶伯泉学画。“先生是江苏宿迁人，

一 生 淡 泊 自 守 ， 清 苦 自 甘 ， 常 自 吟

‘君子安贫乐道，酌清泉而觉爽，处

涸 辙 而 犹 欢 ’ 以 自 勉 ， 虽 然 饱 经 沧

桑，但他始终与艺术相依相伴。”杨

克山说。

1960年 8月 1日，海军北海舰队在

青岛成立，1961 年杨克山应征入伍，

在驻泊港口威海开始了其长达 8年的军

旅生涯，他的艺术之路也由此开启。

在部队的日子，他虚心向所有“比自

己画得好的”战友学习，从黑板报到

电影海报，从版画到剪纸，杨克山积

极参加与绘画有关的一切工作。转业

后 ， 杨 克 山 就 职 于 青 岛 市 展 览 办 公

室，主要负责以水粉为主要媒介的各

种题材的创作。而随着观念和技法的

日益成熟，他也渐渐被画界所认识。

在上世纪 80 年代，看电影是最具

有大众文化意味的一件事。你会常常

看到这样的情景：一队队胸前飘着红

领巾的少先队员们，高唱着歌曲走在

观看电影的路上；在文化生活贫乏的

农村，即便是一部电影重复播出，人们

也是“逮”着一场看一场。而每次电影

上映之前手绘的电影海报，成为杨克

山那个时代主要的创作之一。“我画过

《血战台儿庄》《红高粱》《斯巴达克思》

《春桃》《原野》等电影的宣传海报，画

完之后，电影院的美工再按照原图比

例放大好几倍，直接张贴在墙上。”对

情节的提炼，快速的构图与创作，练就

了 杨 克 山 非 凡 的 写 实 能 力 。 与 此 同

时，其宣传画和连环画的创作也相继

进入创作高峰期。

纵览其《七米长的血迹》《旷野的

枯井》《古莲传新谊》《白鹮你在想什

么》《黄河的忧患》等绘画味十足的水

粉画作品，用笔概括而不粗糙，追求神

似而不拘泥形似。气势磅礴的水流，

闪亮日子里的闪亮绘画

变幻莫测的烟云，云涌叠嶂的山峰，都被

画家注入了激情，干湿并用，冷暖交

织，既有质感的对比厚重，更有色调统

一和谐和淡雅。画家对水粉画艺术的不

懈追求，奠定了其丰厚的底蕴。

“运动后期，全国的美术杂志比较

少，一个青年画家要想让行内在短时间

内认识自己非常难。但 《连环画报》 还

在，全国搞美术的人基本上人手一册。

只要刊登在上面的画还看得过去，所有

人都知道你了。我就是得益于那个时代

的那种现象。”杨克山在水粉连环画的

艺术追求中，遵循写实主义的创作原

则，追求真、善、美兼备，生活与艺术

的统一。在创作中，兼收并蓄，以各种

画风的营养来充实自己。因此，画面色

彩朴实凝重，笔触挥洒自如，给观者以

深深的艺术感染。1984 年仅有 8 幅的短

篇连环画 《小鼓手》 夺得了第六届全国

美展的铜奖，又在 1986 年获得第三届

全国连环画评奖三等奖，凸显了画家在

水粉画创作上独具的艺术影响力，也是

对画家在水粉画勤于探索的艺术成就给

与了充分的肯定和认可。

杨克山从未接受过系统的美术教

育，却是典型的“学院派”画家，他对艺术

的认知固然跟学院严格的训练有关，但

更重要的是他不受新潮艺术的影响，充

分肯定自我的价值与尊严，完全遵从内

心的需要来选择那种能够发挥自我兴致

的艺术形式。对于非学院出身的“学院

派”画家杨克山，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

詹建俊就曾说过：“中国美术界著名的油

画家、才华出众的水粉画家杨克山先生，

是以他作品中生活的朴实之美和高度的

绘画艺术性为广大的中国观众所称赞。

作为优秀的美术家，他的艺术修养、专业

功力和绘画技巧都具有精深的造诣，在

中国百花争艳的画坛中是一支散发芳香

的花。”

1979 年杨克山调入北京中国人民

革命军事博物馆美术创作室，军事题材

与历史题材成为他绘画的重点。从《巨

鹿之战》到中国第一幅半景画《卢沟桥战

斗——七七事变》，从中国首幅全景画

《攻克锦州》到与鲁迅美院众多油画家合

作的《三大战役》，一幅幅坚实的画面生

动直观地再现着中国的历史与变迁。

1986 年，杨克山为军事博物馆创作

了古代战争题材作品《巨鹿之战》。他把

笔韵同画面的气势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整个画面笔法流畅，布局生动而有序，潮

水般的军队在震天的吼声和翻飞的旌旗

中剑戟交错，短兵相接，场面撼人心魄。

为尽可能真实地再现那段历史，杨克山

收集了大量有关服装、兵器、战车、器皿

等方面的史料，并前往陕西考察秦始皇

陵兵马俑，同时找来从事历史研究的专

家召开座谈会。“战争题材的创作是非常

认真严肃的，创作的过程也是熟悉那一

段历史的过程。作为国家级博物馆的创

作员，别的画家在收集资料的时候，也许

会拿我的作品作为依据，所以必须认真

画。”杨克山说。

“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必须是写实

的，但画家完全可以画得好看一点。”杨

克山认为技法是一件作品非常重要的因

素，技法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表现力，一个

艺术家的学识，修养乃至性情都必须通

过技法才能表现出来。“美术，是美的艺

术，哪怕是涂色块也要涂得好看，也许什

么内容也没有，作者也没有想表达什么，

但是挂在那里，它要跟周围环境是协调

的、可以沟通的。”杨克山热爱写实绘画，

并坚信这一方式具有恒久的生命力。他

尊重传统文化，并强调人文与理性是写

实绘画之源。他提倡严谨的艺术表达，

并用真诚对待生活与艺术。

非学院的“学院派”选择

以写实绘画聚焦“现代史诗”

写实艺术源于对自然和生命的

真实体验，所以它的生命力是恒久

的，它的发展轨迹会和不同时空的

人文精神交织在一起。在写实油画

界声名鹊起的杨克山并不满足，对

于写实油画的探索永无止境。于

是，1996 年杨克山赴美国蒂尤莱思

大学讲学，试图在西方油画体系的

大语境中探索写实油画的更多可能

性。这期间，受着粗犷豪放性情的

指引，杨克山的写实油画题材更为

广泛，从历史题材到山川、草原、大

海、人物，无不涉及，而呈现出更为

稳定和坚实的艺术面貌。

2006 年前后，杨克山几次深入

藏区体验生活，以此为题材的创作

再次引起业界的关注。《寺院前》，一

群藏民聚集在寺庙前。他们或远望

或交谈，或站立或蹲坐，在画家布置

的疏密有致的节奏里，他们被组织

得既复杂多变又富有韵律，尤其是

那盎然勃郁的笔法意味，让人们对

画家的驾驭能力和其精纯古典技法

叹服。透过涂在画面上的薄薄的稀

释过的颜色，杨克山笔下的人物，既

精准又空朦，既真实又富有诗意。

这样的作品很自然地让人联想起德

拉克罗瓦的浪漫与激情，联想起库

尔贝的平实与力量和塞尚的整体和

谐。

然而，历史从来都是生动形象

且指向未来的，对于表达当代城市

化进程中的中国，杨克山同样不遗

余 力 。 2011 年 ，杨 克 山 受 邀 参 加

“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三十周年

美术作品展”。在这部以图像记录

深圳改革开放进程的大事记里，杨

克山把目光投向了深圳读书月。在

其作品《书香满城》里，有人围在展

台前翻阅图书，有人守在电脑前查

询，也有人席地而坐，捧着一本书看

得废寝忘食。他以一个平淡却极富

生活感的画面，描绘出深圳市民的

文化生活。

“一个年轻的城市可以把一个

读 书 活 动 连 续 办 十 年 ，很 让 我 吃

惊。深圳人懂得用知识武装自己，

读书改变命运的观念已经普及到深

圳的老百姓中间。”通过这次活动，

杨克山看到了深圳作为一个经济繁

荣的城市在文化上的勃勃生机。在

创作《书香满城》的时候，他把读书

月的标语若隐若现地标注在画面背

景中，以此为深圳读书月存照立传。

从再现历史到描绘当下，杨克

山作品中始终呈现出对历史的尊

重，对社会的理解、对人性的关怀和

对生活的感悟。杨克山认为一个艺

术家的成长就像一棵树。一棵树最

终长成什么样子，跟树的本质有非

常密切的联系，还要看这棵树长在

什么样的环境下，以及在四季轮换

中它的表现，才能确定这棵树的内

在品格是什么。杨克山不大善于用

语言表达自己的感情，他说一个画

家还是要用自己的画去说话。“学艺

术有一种老师没法儿教，别人也没

法儿讲的东西，全凭自身对艺术的

悟性和感受。我希望学艺术的孩子

能够老老实实地进行基本功的训

练，进入社会以后有自己的创作意

识，不要跟风，也不要老想着搞出一

点怪的东西一鸣惊人，这不是踏踏

实实搞艺术的人应该有的态度。”

认识杨克山和看到他的画很偶然。那是 1973

年冬天，我带领全军美术骨干学习班的一批学员

到山东石岛体验生活和写生。在街上看到一幅印

刷的宣传画，构图自然是“文革”中不可避免的“三

突出”，效果也少不得是红光亮，但人物形象生动

活泼，造型运笔洒脱酣畅，与当时的宣传画大不一

样，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几分钟之后，在石岛那

条唯一的背山靠海的街上，一位胖乎乎的，虽在冬

天头上也冒汗的背着画具的青年人迎面走来，陪

同的人介绍说：“他就是画的作者杨克山。”我真有

点惊诧：画出那样成熟的水粉宣传画的竟是这样

一位憨厚、朴实的青年人。

以后，一幅接一幅，不，是一批接一批配合政

治任务的水粉画，引起了社会的注意。现在大家

都知道“艺术为政治服务”是不可取的，甚至说它

是不符合规律的。但不能不承认在特定时期也有

特殊的“规律”。在那种束缚人的“规律”中取得自

由，殊非易事。弱者被扼杀了，而强者却可能从峭

岩石缝中挣扎着萌发出来，题材和任务是上级下

达的，但处理题材和绘画技巧是个人的。不是坐

等天赐良机，而是自己去创造，搏击。恶劣条件下

的挣扎，会练出浑身解数。杨克山正是这样不屈

不挠地拼杀出来的。

调到军事博物馆后，他又画出了一批高质量

的、表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水粉画。他从不

因为是“任务”而敷衍，也不因有“政治”性而冷

淡。在这一点上，我们或许是一致的：“为政治服

务”的口号太狭窄，但不是所有的政治和艺术都是

对立的，为了艺术而牺牲一切、排斥一切的超然境

界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既然人是靠食人间烟火而

生存，艺术要超脱也是不太可能的，也是于心不安

的。

我从未听杨克山说要表现自我、超越自我、超

越时空；反传统的束缚、赶前卫之浪潮。难道他是

孤陋寡闻，保守僵化吗？不！新鲜的调子他都听

到，奇文宏论也看过，他只是身在中国，生在现世，

要做个老老实实的人，要老老实实地画。美源于

真实，追求探索也只能循着“真实”的路子、“真实”

的方向。虚假的、虚幻的、虚无的美是不实在的、

转瞬即逝的。老老实实地画不是不探索，而是定

向探索。

水粉画这种被人们误认为是绘画入门的普及

绘画品种，其实难度很大。特别是画主题性、情节

性的人物画，而如果又是历史题材，就难上加难

了。我尝够了那种色彩干湿变化太大的苦头。笔

触块面的组织，色彩冷暖的交融等等难题，使我至

今仍视为畏途，轻易不敢问津。杨克山在这方面

堪称独步，驾轻就熟，游刃有余，衡之以六法，可谓

“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形，气韵生动”。真

是形神兼备，雅俗共赏。

现在，不少博物馆都陈列着他的水粉画和油

画，中国美术馆也收藏了几件，他的作品也多次在

全国性展览中获奖。他早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并继续一步一个脚印的探求艺术的新高峰。

更可贵的，是他人如其画，待人诚恳，乐于助

人。我确信要做一个好画家，首先要做个好人。

功夫可学而致，人的品格和画的品格只有真诚才

能获得。

真 诚 的 路
——杨克山和他的画

何孔德

《粉妆》 40厘米×50厘米 油画 2010年

《攻克锦州》（局部） 250厘米×157厘米 1990年

《老夫老妻》 102厘米×122厘米 油画 2002年

《卢沟桥战斗——七七事变》 300厘米×164厘米 1988年

《收获季节》 90厘米×120厘米 油画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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