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ail：yicaishandong@126.com 电话：0531-826117572013年 10月 12日 星期六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 会 刊

一把刻刀写春秋一把刻刀写春秋一把刻刀写春秋一把刻刀写春秋一把刻刀写春秋一把刻刀写春秋一把刻刀写春秋一把刻刀写春秋一把刻刀写春秋一把刻刀写春秋一把刻刀写春秋一把刻刀写春秋一把刻刀写春秋一把刻刀写春秋一把刻刀写春秋一把刻刀写春秋一把刻刀写春秋一把刻刀写春秋一把刻刀写春秋一把刻刀写春秋一把刻刀写春秋一把刻刀写春秋一把刻刀写春秋一把刻刀写春秋一把刻刀写春秋一把刻刀写春秋一把刻刀写春秋一把刻刀写春秋一把刻刀写春秋一把刻刀写春秋一把刻刀写春秋一把刻刀写春秋
—访版画家陈川

本报驻山东记者 陈丽媛

陈川生于江南，长于江南。

江南细雨濛濛、落水满霞的山光

水色在他的记忆里是那般美好，

通过刻凿表现出来的《雨濛濛》、

《暖暖夕阳》、《流金岁月》、《黎

明》、《三月》等作品无不传达着

他对故乡的眷恋与热爱。

1960 年 ，从 武 汉 六 中 毕 业

后，从小喜欢画画的陈川考上了

湖北艺术学院。那时，教授陈川

学业的是全国著名书画家陈天

然先生。这位“诗情土地的跋涉

者”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他

常回故乡河南写生，徜徉于黄河

两岸，寻味高原幽情。“老师的作

品乡土气息特别浓厚，而且他的

衣 着 、谈 吐 一 直 保 持 着 农 民 本

色，但在那素朴的外表下蕴含着

高深的艺术修养。”从老师那里，

陈川不仅习得了版画的技巧和

艺术创作的道理，还直接受到老

师纯真朴实为人的极大影响。

1964 年 11 月，天气转凉，前

进公社生产队为了多备些冬季

的猪食，派陈川和另外四位农民

一同划船前去打捞猪草（河湖中

的一种水草，和米糠拌在一起可

喂猪）。第二天拂晓，他们就扛

起大桨和木船，驶进了“九十九

道弯”的漳河。“船下水后，荡起

的涟漪划破了水面屋舍美丽的

倒影，一群鸭子游过来，好似欢

送队列。那时，天刚蒙蒙亮，四

邻大多都在熟睡，有的窗口却也

透出了煤油灯淡黄色的亮光。”

三十年后，这富有诗意的景致被

陈 川 表 现 在 水 乡 系 列 作 品《黎

明》中。

陈川说，“四清”工作队下队

后“四不吃”（不吃群众的鱼、肉、

鸡、蛋），但是老乡们总是偷偷地

把煎蛋藏在碗底。“在农民眼里，

我们还都是娃娃，他们生怕你的

营养跟不上，把身体搞坏了。”农

民的淳朴、热情和善良深深地印

在陈川的记忆里，并确定了他以

后的创作题材。从当年的艺术

学 徒 到 如 今 的 古 稀 之 年 ，这 期

间，陈川始终不渝地面向自然，

面向广大农民、工人寻求生命的

活力，挖掘艺术的灵根，探索民

族文化的真谛。

画事往昔

陈川简介：

1943 年生，祖籍宁波。1965 年毕业于湖北艺术学院，1984 至 1991

年任山东省美术馆副馆长。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

会会员、中国藏书票研究会理事、国家一级美术师，山东省美术馆艺委

会委员。个人画展在山东省美术馆、宁波市美术馆、日本千叶“日本艺

术”画廊、澳大利亚利斯莫尔地区美术馆展出，并在澳大利亚巡回展

出。获中国“鲁迅版画奖”、第十三届全国版画展铜奖、荷兰马斯特里

赫特“第一届国际版画双年展”提名奖、法国中国文化年“中国人文艺

术展”金奖。作品载入《中国现代美术全集·版画、壁画》。许多版画作

品被国内外美术馆、博物馆收藏。出版有《陈川版画》、《陈川版画艺

术》、《陈川画集》、《陈川专辑》。

“十艺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特邀作品《新渠欢歌·记忆 1965》 1965/2013 87cm×101.6cm

“任何技术都可以被复制，

而美不会。”陈川的作品在不停

地 变 化 ，他 无 法 接 受 一 成 不

变 。“ 因 为 我 所 见 到 的 生 活 、人

和 景 致 都 在 不 停 变 化 ，如 果 还

是 重 复 之 前 的 自 己 ，没 有 新 东

西 融 入 ，艺 术 的 生 命 也 就 枯 竭

了。”除了在自己作品中贯串创

新意识，对于那些新兴的、有利

于 艺 术 创 作 的 表 现 手 法 ，陈 川

也以积极的心态和开放的态度

去了解、参与。

2002 年 6 月，陈川应邀赴法

国比利夫访问。在一个月的时

间里，陈川与当地艺术家广泛交

流，观看了许多高水平作品。此

前，陈川的创作受俄罗斯艺术风

格的影响，作品色调偏于灰暗。

回国后，他开始尝试在绘画中融

入印象派等画风，较多选用明亮

的色块、鲜明的对比、浓烈的色

彩来增强表现力。这一次转变

不仅令陈川画作的面貌更加突

出 ，也 帮 助 他 找 到 了 自 己 更 喜

欢、更擅长的表现方式。

“所谓创新，不是盲目标新

立异，更不能一味注重形式。一

味在形式上刻意矫造，导致作品

不 仅 面 目 不 清 ，风 格 也 渐 渐 趋

同，最后只能是单调和乏味的。”

陈川思虑良久，直言当前某些艺

术思潮存在的问题：“艺术发展

的多元本是最自然的，被任何一

种固化的标准与风格占据都不

是理想状态。一幅作品如果能

在色彩或构成上给人以美感，或

者 让 人 体 会 到 一 种 诗 情 画 意 、

想法、情绪，我都认可。但是

如今很多作品刻意突出‘现代’

与‘多元’，让人看不懂要表达什

么，更看不出是如何表现的。”

2013年，陈川的新作《梦阑水

乡 1》受国画大师黄秋园启发，在

作画之前，即在头脑中注入“引导

观者欣赏版画”的理念。“秋天的

早晨，太阳已经出来，薄雾尚未

散去。近处的台阶好像也染上

了雾的颜色，变得透明。而停在

画作前的观者可拾级而上,可在

岸边乘船去拱桥的另一端欣赏

秋 天 的 湖 光 山 色 ，也 可 抽 身 而

返，细细回味……”谈起其版画，

陈川清癯的面容变得神采奕奕。

艺术创作需要天赋和才能，

而艺术生命的维系、良好艺术氛

围的培养，则需要多种力量与智

慧的参与。积极投入其中，不仅

是艺术家寻求自我突破的要求，

也 是 对 时 代 做 出 的 应 有 回 应 。

得道知必万里，逍遥游而长乐。

五十年来，陈川始终坚守在自己

钟爱的版画领域，他经常背着行

囊诗意地游走在中国大地上，沂

蒙山区的大洼、临沂厉家寨、江

苏同里镇、漓江的春晖与秋韵里

都留下了他写生的身影，一幅幅

作品既是自我陈述，亦是与周遭

一切的对答交流。而陈川对自

然、时代和人民的回应无疑是有

力的，也是值得被珍视的。

“艺术家要有自己的生活创

作基地和扎在这基地里的深根，

否则作品中不会有生动、鲜活的

东西。”1993 年前后是陈川创作

最为丰盛的时期，他曾十几次深

入沂蒙山区收集素材，对那里的

民风、民俗、民情有着深切的了

解。那憨厚朴实的沂蒙山人，被

一 层 层 帽 子 、头 巾 保 暖 着 的 山

娃，有着浓郁乡土气息的红花虎

头帽，满山红的沂蒙山景致，都

数次感动了陈川。前苏联作家

普里什文说：“创作的秘密应当

在爱中找寻。”通过吻合画面的

艺术构成、趣味细节的加入、带

有感情色彩的色调渲染、刀味和

印痕的适度表现，陈川在《晒阳

阳》、《春暖沂河》、《沂蒙金秋》、

《山娃》、《姐弟情深》、《泥娃与羔

羊》等作品诠释出生命原初的感

动。

1991 年，陈川和几位画友到

沂蒙大洼体验生活。清晨，他们

爬上山坡处的农家小院。“树阴

下放着一个箩筐，上面盖着几片

挂 着 露 珠 的 大 片 绿 叶 ，走 近 细

看，叶子像是在轻轻抖动。”揭开

树叶，陈川惊喜地发现下面竟是

一 个 正 在 熟 睡 的 农 家 小 宝 宝 。

“小手伸开，小脸红扑扑的，身上

是艳丽的小棉袄棉裤，还盖了一

层小花被……”这暖暖的印象被

陈川用到了 1993 年创作的《晒阳

阳》之中。

陈川坦言，在他创作的 60 余

幅版画作品中，“一气呵成”的作

品非常少。“创作之前要冷静地

规划，创作的时候要随意，但要

始终记得最初最想表现的是什

么。完成之后还要反复地推敲、

修改、加工，最终体现生活本身

的节奏和韵律。”在《晒阳阳》中，

箩筐旁边趴着的小猫、孩子身上

的花布以及虎头帽都是画家反

复斟酌后新添加的形象。

后来这幅作品在 1993 年荷

兰马斯特里赫特第一届国际版

画双年展上获得了提名奖，组委

会主席赞叹说：“这次展览中许

多国家的作品面貌雷同，难以区

分国别。中国作品在展览中特

色鲜明突出，其中陈川浓郁的红

色调画作，在展厅中远远就可被

看 到 ，特 别 夺 目 ，尤 其 引 人 关

注。”代表沂蒙山的红颜色如此

令世界喜爱，这无疑是对陈川艺

术成就的最好肯定。

1999 年底，澳大利亚政府官

员访问山东，谈到即将在澳举办

的国际艺术作品展。那时陈川

刚 刚 印 出 自 己 第 一 本 版 画 集 。

看过他的作品，负责人当即敲定

参展的中国画家人选就是陈川，

他的 28 件作品在单独设立的展

厅中集中呈现，巡展横跨四年。

陈川清新淳朴、风格独具的版画

不仅令国外艺术家激赏，还走出

了美术馆，进入了澳大利亚的美

术教材，以另一种方式向世界传

达着独特的东方韵致。

东方韵致

在同学尚扬眼中，陈川对艺

术十分痴迷，“他外表文弱，但内

心充满激情，对于自己认定的准

则和精神锲而不舍”。陈川是当

时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毕业后

本可以留在家乡，他却执意将志

愿填在了山东。“北方人的形象比

较饱满，作画还是要去北方看看

的。”陈川说。

虽然陈川一直十分羡慕能够

专业从事美术创作，但毕业之后

他并没有被分配到对口单位，只

能 利 用 业 余 时 间 创 作 ，参 加 展

览。“有时候别人的作品已经展出

了，我的作品还没完成，经常熬通

宵把版画印出来，第二天带着油

墨香味挂到展厅。”说到这里，陈

川粲然一笑，“创作道路的曲折，

锻炼了我的意志和韧性。如果一

开始就能顺意，没有想画而没有

时间画的内心焦灼，也许我坚持

不到现在。”

1984 年，陈川调任山东省美

术馆副馆长，负责展览部绘画名

家邀请展的组织、联络、协调、宣

传等具体工作。期间，黄秋园、黄

胄、黄永玉、刘海粟、周韶华、叶浅

予、彦涵、晁楣等艺术家先后受邀

来山东省美术馆举办展览，陈川

也得以有机会近距离向艺术大师

们请教。早年间，黄永玉看了陈

川的版画后，鼓励道：“很好！就

得搞出和别人不一样的作品，不

能人云亦云。今后，你要多收集、

研究属于自己作品特性的素材，

这样就有了自己的‘素材银行’。”

大师的教导使陈川更懂得了个人

风格、生活及素材积累的重要性。

细细思量之后，陈川开始广

泛地向古今中外一切优秀艺术和

同行们学习：民间年画的饱满造

型，蓝印画布疏密有致的吉祥装

饰图，中国画、水彩画的润化美，

拉丁美洲民间绘画的强烈闪烁色

彩，西洋油画家们表达的朴实生

活情趣……陈川在其中寻找到了

许多适合其作品特性的艺术元

素，并融入了自己的想象和设计，

最终丰富了作品内涵。

1991 年初，他辞去山东省美

术馆的行政工作，到了创作部，

“就像工人做工、农民种地一样”，

陈川以极大的热诚投入了挚爱的

美术工作。

痴迷艺术

这些年来，版画艺术家陈川

的影响力愈见广泛。他出版和

发表的作品中贯串了自己的人

生画意。从中，人们不难看出艺

术家厚厚的积蓄：那是始自早年

的对古今中外一切艺术精华的

倾心相爱，在艺术和心灵的审美

追求上的严格和挑剔，历经生活

磨砺也不变易的真率的艺术个

性，以及把艺术和性情的表达紧

紧连接在一起的不断实践。这

种长久的思虑和追求久而久之

成为一种品质，从他的作品中缓

缓地透散出来，又缓缓地沁入观

者的心中。

经过多年艺术实践及艺术

观照和比较后，我感到较之于西

方艺术的直观或逼人的强劲，东

方艺术则显得冲和悠缓而意蕴

绵长。这种气质在陈川的诸多

版画作品中得到较好的体现。

他的作品并不张扬，平实地传达

出对毕生追求得以和谐表达的

喜悦。正因如此，从这些作品

里，我们看到艺术家的童稚之心

和成熟的经营意匠不露痕迹地

结合在一起。

陈川的画是记忆，是诉说在

我们时下画作中已经久违了的

“乡情”。每件作品都贯彻真情

和诗意，这正是陈川作品的难能

可贵之处。它已经成为陈川版

画艺术的一个基本品质。无论

是以表达对土地、对生活、对生

命的热爱为主题的沂蒙山金秋，

抑或是在反复吟唱石桥水巷斜

阳雨后中寄予乡情的梦里江南，

我们都能听到艺术家的心跳、听

到情绪深深叩击的音节。

陈川笔下的江南水乡更像

童谣，陈川的沂蒙山是儿歌，他

在一个淡化了乡情和童心的人

世间，在正全面物质化的时代洪

流里唱着淳朴古老的歌，使得我

们必须用真诚的心去感受和应

和。

我喜欢读陈川的画，也因为

那些画面所呈现的中国特有的

韵致。我感到，这是陈川作品的

另一基本品质。由于对优秀的

文化传统爱之弥深，三十余年

来，他步不他移，终于自成一家，

形成自己有着明确中国气质的

现代版画风格。

贵 在 情 真
尚 扬 (摘录)

“1964 年是我在湖北艺术学院学习的最后一学年，为响应文科大学要把社会当作大课堂的指示，这年

9 月，我被分配到湖北省江陵县前进公社生产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当时，县里正兴

修大型水利工程，工作队领导派我带领十多位农民同去增援水利工地的筑堤劳动。我们扛着工具、行李，

穿着草鞋，当天中午就大汗淋漓地赶到了 20 里开外的工地……竣工的日子终于来临，县里派来了文工队

到大坝上进行慰问演出。顷刻间，四周围满了欢乐的人群，阵阵欢声笑语与远入天际、雄伟高耸的大渠融

为一体，像一座人类战胜大自然的欢乐纪念碑。” —陈川

寻求超越

作 品
评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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