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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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验过痛苦，就会收获阳光”
——访青年油画家崔先进

本报实习记者 孙丛丛

崔先进，1980年出生于山东省淄博市。2006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第二油画工作室，2012年就读于中国艺术研

究院油画院全国画院高级研修班。现为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油画学会会员。作品《旅途》入选“时代的诘问——山

东省写实油画展”，《收获》入选“中国·中国山东省油画作品展”，《曙光》入选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全

国优秀美术作品展。

■崔先进

崔先进出生于山东淄博一个普通

的农村家庭，他的父母是地地道道的

农民。小时候，苦于家里缺少纸张，

他 就 在 课 本 的 空 白 页 上 练 习 画 画 。

“小学美术课本的彩页上有一幅 《狼

牙 山 五 壮 士》， 我 就 用 铅 笔 学 着 临

摹，那时候经常因为上课偷着画画被

老师训斥。”但能画画的日子是愉悦

的，在各式各样的涂鸦中，崔先进追

逐着自己有朝一日成为画家的梦想。

“13 岁时，经亲戚介绍，父母给

我找了一个美术老师。每周末，我早

起骑车到县城，再坐一个多小时的公

共汽车到邻市的学校学习。”自那时

起，崔先进受到了较为正规的美术教

育。但作为农村成长起来的孩子，父

母期盼他早日替家里分担压力，初中

毕业后，他便遵从父母的意愿报考了

师范。“那段日子，时间充裕，每到

晚上，我就躲在宿舍走廊的灯光下画

画。”看着心中所想呈现于笔端，崔

先进越来越坚定了心中的信念：师范

毕业，自己还要进入大学深造！

这次，父母没有阻止他的想法，

而是在背后给了他默默的支持。但因

文化课的原因，崔先进用了 3 年才考

入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在山艺

生 活 的 4 年 间 ， 我 才 真 正 接 触 到 油

画，真正认识到什么是艺术。”他至

今难忘求学的艰辛和创作毕业作品

《旅途》 时的困难。“因为我确定了大

尺幅、大气势的创作基调，始终找不

到合适的创作场地，后来自己在外面

找了个房子，每天躲在那里画。我的

老师王玉萍隔三差五的过来看我，从

画面构图上给我提出了许多建议。”

崔先进告诉记者，因为有强烈的创作

意愿和老师的鼓励、厚望，不管前路

何其艰难，自己都将义无反顾的走下

去。

“毕业 7 年，我一直边代课边创

作，我的创作之路交织着苦乐。”没

有固定工作的崔先进，凭借给学油画

的孩子授课得来的薪水维持生计，画

画买材料的钱都是他平时省吃俭用积

攒下来的。“当我与孩子们分享创作

感受时，内心是一种享受；而当自己

埋头于创作，生活中的烦恼也被抛至

脑后了。”几年间，崔先进在代课的

间隙创作完成了 《曙光》、《收获》 等

一系列作品，他将目光投向了中国最

普通的、最广大的农民群体，把农民

的生存状态以自己最擅长的写实笔法

展现在了大众面前。

“我的创作之路交织着苦乐”

“画里都是我经历过的生活”

“从没想过为迎合市场而转变”

“ 我 的 画 里 都 是 我 经 历 过 的 生

活。”从小到大在农村成长起来，现

在依然生活于“城乡之间”的崔先进

坦言，农民们为生计奔波的生存状

态，就像自己曾经的生活。“现实主

义创作要源于自己熟悉、体验过的生

活，这是我把握现实题材的原则。”

朴素的穿着、憨厚的神态、匆忙

的身影、迷茫的眼神……是崔先进在

创作毕业作品 《旅途》 时所撷取的细

节。“在火车站候车的人形态各异，

但其中最感染我的是农民们长时间等

“一幅画选材与构思很关键，

目前许多油画创作都关注农民题

材。要有亮点，就得有和别人不一

样的思想，在相同题材中表达自己

的独特。”崔先进说，能在众多表

现农民工的油画中立足，是因为自

己也是他们阶层中的一员。“我笔

下的农民不同于以种地为生、面朝

黄土背朝天式的传统形象，也不是

完全脱离土地外出打工的民工，他

们在田园生活与劳务市场之间‘游

走’。我捕捉的正是这种‘身份’

的独特。”

除了展现农民们“身份”的迷

离外，崔先进还以独到的眼光挖掘

普通劳动者的光辉。他所创作的

《秋阳》、《收获》 都以较柔和的笔

调描摹农民们丰收的喜悦，劳动中

的画面也一反他往日的冷峻视角，

多了些明媚的情调。“这些细微的

变化和我个人心境有很大的关系。

在生活的磨砺中，自己也在逐步成

长。我相信体验过痛苦，就会收获

阳光，作品也是这样。”

崔先进强调，油画的根源在于

西方，扎实的造型能力和熟练的手

段技法是油画创作的必备要素。而

对于写实油画来说，现实生活永远

是其创作的丰厚土壤和灵感来源。

“在我的画中，一直追寻一种极简

的构图模式。画面越是简洁抽象，

在视觉上冲击力就越强，因为画面

集中不散，人物的精神也不散。我

认为这就是油画最朴素的创作语

言。”崔先进告诉记者，自己所秉

持的创作风格和选材视角将一直延

续下去。“城乡之间农民的生活最

能和我产生共鸣，这种简单质朴甚

至捉摸不定的生活给了我最深刻的

影响。在我的意识里，就算生活再

困难，我也从没想过为迎合市场而

转变。”

在崔先进心中，还一直有一个

去油画的故乡朝圣的愿望。“2012

年，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油画院读

高研班的时候，老师们一直强调多

向大师学习。西方油画的浓厚氛

围，对创作者来说应是一种巨大的

洗礼。”崔先进坦言，以自己浅薄

的阅历去领悟博大精深的绘画艺

术，难免会有很多不足之处，但自

己对于油画的热爱初衷不改。“人

的一生只要努力做好一件事就足够

了，我会用我手中的笔，继续描绘

我看到的世界、我热爱的生活。”

他这样告诉记者，话语平实而又自

信。

《粒粒皆辛苦》布面油画 110厘米×150厘米 2011年

《秋阳》布面油画 150厘米×170厘米 2013年

《收获》布面油画 150厘米×320厘米 2012年

《曙光》布面油画 190厘米×220厘米 2009年

车的疲惫神情，我把这种状态呈现在

了画面上。”由于选取的视角独到犀

利、描摹的群体特征鲜明，他创作的

《旅途》 在“时代的诘问——山东省写

实油画展”中荣获优秀奖。

对于崔先进来说，成绩是对他的

认 可 ， 也 更 坚 定 了 他 的 写 实 创 作 之

路。2009 年，他创作的又一幅反映农

民工境遇的作品 《曙光》 问世。这幅

画中，除了几个农民工和一辆卡车，

没有多余的表述主体。画面笼罩在阴

沉的氛围里，色调沉稳。画家以平行

线式的构图，将人物平行的置于卡车

车斗之中，卡车的蓝色与农民工棉袄

的蓝色交相辉映。透过冬天早晨的第一

缕阳光，他们充满热望的眼神注视着同

一个焦点，那目光恍若叩击着每一位观

者的心灵。崔先进说，“曙光”其实寓

意着希望，也暗示了农民们这一天没有

白等。“虽然他们的交通工具是拉货的

卡车，找到的‘活儿’也注定辛苦，就

算这样他们也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在中

国，多数农民还在为这些最基本的生

存而奔忙。”

提起这幅作品的创作灵感与动因，

崔先进内心五味杂陈。“在我们那里，每

当地里没‘活儿’的时候，早晨四五点钟

农民们就到劳务市场找零工。我曾跟

父亲去过那里，后来一起到一家建筑工

地和水泥、搬砖，那些场景现在想起来

还历历在目。”为了给作品人物寻找一

些鲜活的原型，2008 年开始，崔先进又

多次出入家乡的劳务市场。他清楚地

记得一天早上路过那里的情形：第一个

进入视线的是一个蹲在马路牙子上抽

烟的老人，他一边抽着烟，一边注视着

马路上讨价还价的“生意人”。“一瞬间，

晨光洒落在老人脸上，产生了鲜明的明

暗对比，就像戏剧中特意打出的灯光一

样深邃。当时，我发现那里所有人的目

光都被一种动机引领，就是‘我要干活，

我要找到雇主’。”

“崔先进的《曙光》以几个农民在运

输车箱里赶路的生活场景，寓意了当代

农民这种游走性的社会身份。城市化

使农民身份发生了异化，他们是农民的

身份却离开了土地，他们在城市谋生却

没有市民的待遇。这种特殊身份都昭

然若揭地显示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与衣

着扮相上。”对于这幅作品，美术评论家

尚辉曾如是评价。《曙光》 正因透析了

当下农民工生存中的无助与困惑而直

击观者内心。在技法上不占任何优势

的情况下，它以直面底层生活的人性

化表述在全国第十一届美展中脱颖而

出，终获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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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晌》170厘米×200厘米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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