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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智军

黄红涛：

“无名山”中的无名客

黄红涛，一位东北黑土地乡村里

走出来的勤奋少年，一位刚过弱冠就

已得名的青年学子，一位刚过而立之

年的年轻艺术家。今天，在他的艺术

之路上，已经形成了个人鲜明的风格

面貌。

5月，黄红涛个展亮相山东淄博；8

月、10月，还将在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地

区举办。“画画的出发点不是为了要画

成什么样，特意追求什么样的风格，而

是画我内心的想法。办展览也是一样，

是想求教于行家，让大家看到我的状态

和追求。”黄红涛率真、较真，聊起艺术

来，总有说不完的话。

顺其自然的艺术之路

黄红涛的艺术之路，似乎从另一

个侧面印证了画画是天赋的兴趣。出

生并生长在农村的他，自然与城市里

各种美术兴趣班无缘，也与现成的各

种画材、画册无缘，但喜欢画画的他，

硬是从小在没有艺术氛围的环境里坚

持了下来。

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黄红涛临

遍了所有的美术课本，因为农村学校里

的美术老师都是兼任的，基本不懂美

术，这些教材就成了他的启蒙老师。在

林业站上班的远房亲戚是周围唯一会

画画的，每当这位亲戚画好一张画后，

黄红涛就带回家临摹。村里一些上中

专的学生也把他们的美术教材给了黄

红涛，里面居然还有两本文艺复兴时期

的素描集。这些书，让黄红涛如获珍

宝，就用二分钱一张的印试卷的白纸

画，家里一面墙贴满了他的临摹画作。

高中时的美术老师是黄红涛真正

意义上的启蒙老师，人很正直，很会引

导学生。在学素描色彩等高考内容的

同时，他终于用宣纸画画了。“当时买

张宣纸都舍不得用，画毡到了大学才

开始用，之前都不知道要用毡子，只是

垫几张报纸画。买了一支三块钱的毛

笔，塑料的笔杆里边还灌着沙子，画起

来里边哗哗作响。”

高考让黄红涛第一次走出家门，第

一次看到真正的山。2001年的春天，黄

红涛来北京参加美术高考就住在香山

脚下，兴奋的他第一件事就是去爬山，

只是走进山里后，才发现身在山中的感

觉不如远远地看山。

第一年高考，因为英语的限制，黄

红涛与报考的各大美院擦肩而过，虽然

可以读哈尔滨师范大学，但一心想考美

院的他，选择了复读。第二年高考，还

是因为外语小分，最终黄红涛还是上了

哈尔滨师范大学。

厚积薄发 早年得志

从小就画画的黄红涛，到了大学

时，那种天然的对美的向往和原始的

创作冲动开始进入了突破期。

2002 年，黄红涛走进哈尔滨师范

大学，虽然读的是国画专业，但大一和

大二多是基础课程。而这些基础，对早

在高考班时就已经开始帮着老师代课

的他，自然没有任何挑战性。所以一边

继续在高考班代课，一边开始借朋友的

单反相机玩起了摄影，还在身边老师和

朋友的影响下画起了水彩。2005年，他

的一幅水彩作品，参加了由中国美协主

办的第七届全国水彩、粉画展。

读到大三，黄红涛开始了国画专

业的系统训练。不循常规的他，基本

上没有经历正常的临摹阶段，直接进

入了创作状态，密集地参加了“黑龙江

写生作品展”“黑龙江省首届山水画

展”（优秀奖）、“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

黑龙江美术作品展”（银奖）、“中韩美

术作品展”等，让他备受老师们关注。

特别是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黎昌第

四届全国青年中国画年展”上获银奖，

证明了黄红涛的创作能力和艺术天

赋。这些对于一个在读的大学生而

言，或许成长得太快，但对于从小习画

的他来说，却是一个厚积薄发的开始。

2006 年，面临毕业时的黄红涛很

迷茫，虽然也参加了很多展览，但不知

道以后要干什么，而且自己还欠着学校

的学费。迷茫又不甘心离开绘画的他，

报考了时任哈尔滨师范大学艺术学院

院长卢禹舜的研究生。考试成绩出来

后，政治差了一分，当得知国家的政策

说专业特别突出可以申请破格的消息

后，黄红涛就抱着一大卷画去卢院长办

公室。“卢老师正在画画，我就把自己的

画展开给他看，一张一张看，卢院长非

常耐心，一张一张地评论，评完之后我

才说，我今年报考了您的研究生，政治

差一分。卢老师很爽快地说，你写个

申请，我签字后你报上去试试吧。”

读研后，黄红涛开始有机会跟随

卢禹舜老师研习，眼界也更开阔了。

2007 年，黄红涛先后参加了在中国美

术馆举办的“第二届当代中国画学生

论坛”“第三届全国中国画大展”，作品

《无名山之一》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他

于 2008 年加入中国美协，2013 年又考

取了卢禹舜的博士研究生。

出世“无名山”入世“看风景”

黄红涛“无名山系列”风格的形

成，自然而又充满跳跃性。无名山的

雏形在他大二时画的最后一张水彩画

创作里已初露雏形，后来大三又画过

一张写意来进行探索，参加了黑龙江

省的首届山水画展并得了优秀奖，到

了大四时，《无名山之一》就正式将这

种创作风格确定了。

“《无名山之一》很偶然地画出来

了，当时没有现成的方法和图式，就是

铺开八尺的宣纸，受一张九寨沟摄影

作品的影响，先确定了一片蓝色，然后

就开始顺着这个色彩和感觉往下画，

两天不到完成了整幅作品。后来就延

续这个感觉慢慢丰富、摸索到今天，确

立精神上的追求，原来是凭感觉，现在

更有目的性。”黄红涛说。

黄红涛的无名山，是在造着自己

的山。这里面的山山水水、树木动物，

都取自他的家乡。在他的家乡，没有

特别巍峨或灵秀的山峰，有的是连绵

的小山丘，而且树木的品种也比较单

一。“东北的山用中国画表现很难，因

为山里植被不外乎是松树、杨树，站在

山顶往下看，看不出具体的一棵棵树，

因为全是一样的，只能看出起伏。我

追求画面的单纯，内心的洁净。三角

形的山、三四种树、纯净的水面、柔软

的云，不需要太多，有这几个象征物就

可以了。这种自然因素，与个人感觉

结合，恰恰符合表达出世、无我、神秘，

甚至是简单的感觉。”

黄红涛认为，出世只是一种状态，

而且是一种极端状态的、完全内心的

状态，和现代人的生活有所隔阂，不是

能走进每一个人的内心。所以他又画

了入世的“看风景系列”。“这两个系列

形成了一种对比，一个是单纯的、工笔

的、静的、无我的，一个是俗世的、写意

的、喧闹的、我存在的。但这两个又应

该是并行的状态，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出世的心，入世的身。”

在黄红涛的设想中，这两个系列

将会延续发展，“随着阶段不一样，

时间的演进、自身的经历等因素，逐

渐会有一些想法。任何一种变化都

不会突然变出来，而会循序渐进。”

黄 红 涛 就 这 样 在 出 世 、入 世 之 间 不

停 地 游 走 。 这 两 个 系 列 ，也 是 他 看

世人、看世界、看时代的状态。在这

种状态下，出世中游离于“无名山”，

入世中静卧“看风景”。

人物名片

黄红涛，1983年生于黑龙江省克山县，

现居北京。美术学博士，师从卢禹舜教授。

中国美协会员，文化部艺术服务中心中国美

术创作研究基地特聘画家。2007年代表作

品《无名山之一》被中国美术馆馆藏。

1985 年从南京艺术学院硕士毕业

一路走来，历经出版社、画院、美术馆直

至今日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履生在中

国官方体系的各类美术机构中可谓履

历丰富。而在工作之外，他出版著作、

撰写评论、举办画展、研习书法、热爱摄

影、收藏油灯……所爱之事一样也没有

落下，甚至他还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个人

官网。

还是几年前他在美术馆工作时，黄

永玉看了他的绘画后说：“履生有那么

精致的画作是我想不到的。他那么忙，

今天到这里，明天到那里，满世界跑，几

几乎的脚不点地为公家的美术事业奔

忙……一个人变成几十个人的能量。”

陈履生有多忙，看看他的微博能够

略知一二。而陈履生有多“闲”，看看

他的微博也能有所感受，比如他有时

间不断发微博，时而发出几张手机自

拍照……近两年，他不仅因为直接负

责国博的各种大展而受到关注，也因

为一贯的敢发声频频亮相于媒体。陈

履生似乎一直在忙与闲之间轻松掌握

着自己的平衡，示以众人的一直是他

练达随和的微笑。

近日，由陈履生编著、人民美术出

版社出版的《红旗飘飘——20世纪主题

绘画研究》正式面世。这本历时 6 年，

搜集了 1500 多位画家的近 4000 幅不同

画种的主题绘画创作的“大部头”，以

“民国”“建党”“长征”“抗日”“延安”“文

革”等 25 类题材，第一次将 20 世纪以来

的中国主题绘画创作进行了全面系统

的梳理。

卷帙浩繁的工作最终完成，让人民

美术出版社社长汪家明也感慨“终于松

了一口气”。陈履生说，在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他开始关注主题绘画时，研究这

个领域是被人瞧不起的，许多人认为其

中没有什么学问可做，写出的论文也没

地方发表。“甚至怀疑你是不是要替‘文

革’翻案，有些人一句话就可以把你否

定了”。

如今远离市场的纯史论研究并不

引人注目，但陈履生说，理论研究仍然

是自己最大的追求。我们的采访，便从

他的这本研究著作开始。

谈20世纪主题绘画：
回归理性 历史不能“一言以蔽之”

美术文化周刊：20世纪主题绘画对

中年以上的中国人来说耳熟能详，《红

旗飘飘》一书为什么选择从题材的角度

对其进行梳理？

陈履生：新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可以

有很多不同的写作方式，但它的一个重

要特点是因为与时代紧密联系，题材多

样，其中有很多题材是过去历史上从来

没有、而后来的时代中也已经消失的。

因为有抗美援朝、因为有上山下乡等等

背景，所以才有相应题材的美术创作，

而其中一些创作也成为新中国美术的

代表作品。因此从题材的角度对新中

国美术做出分类梳理和研究，就成为一

种特别的方法和视角。而且这个工作

以前没有人做过。

美术文化周刊：今天人们对 20世纪

主题绘画的看法已经十分多元，你本人

对这一时期的美术创作持怎样的态度？

陈履生：对于 20世纪主题绘画创作

应该给它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不要因

为主题绘画曾经与政治联系密切，今天

不合时宜了就简单否定它，要通过研究

尽量还原历史的真实。在特定的时代

背景下一些作品能够出来，不仅仅是因

为政治，也有其艺术上的因素，这些都

值得更全面地研究。

这些主题性创作凝聚了一个时代

无数美术家的心血和智慧。那个时代

的艺术家是以特别的智慧在创作和表

达，可能因为一张画，像《毛主席去安

源》，就一步登天了，但还有无数的人因

为一张画牵涉到命运，甚至性命不保。

20 世纪中国艺术的发展，有其合理

性，不是哪一个人或者团体可以否定的，

要站在当时的情境中去理解这些绘画。

面对历史，对秦始皇也好、对宋徽宗也好、

对元代的入侵也好，人们的认识最终都要

回归理性。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能

一言以蔽之，艺术尤其如此。

美术文化周刊：你的研究如何不停

留在梳理的层面，挖掘出其更深刻的

研究价值？

陈履生：这本书把题材问题明确

了，但它不是个案化的专门研究，而是

宏观的架构，未来我们将根据每个章节

的题材进行专门的深入研究，比如抗美

援朝题材、比如毛泽东图像问题等。但

这本书呈现了宏观的架构，指明了一个

方向，也构成了未来深入研究微观问题

的可能性。

美术文化周刊：国博是收藏 20世纪

主题绘画的重镇，举办的“馆藏现代经

典美术作品”“巨人毛泽东”展览等，对

这一类型的作品都有所呈现。这些作

品能够给今天的观众带来什么？

陈履生：国家博物馆是国家的文化

殿堂，对后人自然要有一种历史的灌

输，主题绘画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国家发展过程，这种政治指向是很明

确的。在艺术层面上，这些作品可以向

观众展示 20 世纪新中国美术的成就。

另外，很多作品出现在教科书里，青少

年可以在博物馆空间中见到名作的原

作，历史和现实的连接增进了他们对博

物馆的情感，同时可以带给他们审美和

知识的满足。

美术文化周刊：时至今日，影响主

题绘画创作的因素更加复杂，政治因

素不再强力主导一切，但感召力的缺

失使其很难像当年那样家喻户晓。主

题绘画在新时期还能发挥多大作用？

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陈履生：每个时代都需要主题绘画

记录社会变迁、公众生活，包括揭露一

些社会问题。当然，在如何处理题材、

实 现 艺 术 表 现 的 问 题 上 肯 定 有 所 不

同。比如毕加索画和平鸽肯定和《自由

引导人民》在语言上是不同的，它要反

映时代的特征。

延安时期也好，新中国成立初期也

好，艺术家没有可以借鉴的范本和参

照，画册很少，也没有出国看过原作，当

时的创作语言、艺术类型受到物质因素

影响，但是他们以独特的智慧，通过木

刻、“土油画”等形式慢慢走上了自己的

创作道路。

现在的艺术家一方面要从 20 世纪

建立起的中国主题绘画创作的优良传

统中汲取营养，但也不能止于此，要出

现新的气象，反映时代的风尚。今天的

主题绘画应该如何创作，应该是什么面

貌，同样需要艺术家摆脱浮躁，以今天

的学养和智慧形成自己的语言，处理好

新的创作问题。

谈引进国外展览：
博物馆要有内容 外展弥补藏品不足

美术文化周刊：近两年，国博举办

了不少外展，其中很多由你直接负责，

国博为什么不遗余力推进国外展览的

引进？

陈履生：举凡世界著名博物馆都以

其收藏的丰富性而表现出其特殊的价

值，卢浮宫、大都会、大英博物馆等都是

如此。对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建馆刚刚

102 年，在这 100 多年的历史中，中国没

有侵略过其他国家，没有掠夺过别人的

文化，我们只保存了自己国家的文明成

果。但是作为博物馆，告诉公众世界文

化多元的存在是它的重要责任，因此我

们要千方百计引进世界不同文明，引进

各个著名博物馆的重要收藏，满足大众

的文化需求。

一系列的外展与中华文明形成了

强烈对比，文化因差异性而显得精彩，

这也正是今天博物馆特别的价值。另

一方面，与国际性博物馆的这种交流，

也提升了国博自身的国际地位，形成了

我们在国际平台良性互动、合作的基

础。

美术文化周刊：近期外媒报道，中

国国家博物馆在 2013 年世界最受欢迎

的博物馆中排名第三，有什么感受？

陈履生：为了谈梵高展览，我刚刚

从荷兰回来。荷兰的梵高博物馆是一

个很小的博物馆，而且是一个个人博

物 馆 ，理 论 上 说 ，他 不 可 能 与 综 合 性

博 物 馆 比 ，但 是 因 为 梵 高 的 影 响 力 ，

在 荷 兰 它 却 是 参 观 人 数 第 二 的 博 物

馆，与它相邻的阿姆斯特丹博物馆从

建筑外观到内部硬件等都可以说世界

一流，但是参观人数远不如梵高博物

馆。这就说明博物馆的内容很重要，

只有内容才能决定它的影响力。

2013 年最受欢迎的博物馆排名中，

国博的参观量是 745 万人次，在卢浮宫

和美国华盛顿自然历史博物馆之后，排

名第三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博的

展览受到观众欢迎，大家愿意走进博物

馆。比如我们刚刚举办的法国“名馆·
名家·名作”展览观众热情就非常高，今

年参观量也许会突破 800万人次。

可以说，国博举办的外展数量是世

界各国博物馆举办外展数量最多的，没

有哪个国家像我们办那么多外展。我

们的目的就是要弥补藏品不足，改善由

此造成的展览单一化的问题。

美术文化周刊：你曾提到，引进每

个外展都有曲折和困难，在国际视角

下，中国的博物馆与国外有哪些差距或

不同？

陈履生：概括而言，在对外合作当

中，我们的优势首先是非常敬业忘我，

其次是体制灵活。我们的不足第一是

专业认知，第二是工作细节，第三是我

们与展览相关的推广和教育。整体上

是这样，具体说还有很多。

人物名片

陈履生，1956年生于江苏扬中

市。1985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

术历史及理论专业，获硕士学位。

历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古典美术编辑

室编辑、主任，中国画研究院研究部

主任、研究员，中国美术馆学术一部

主任等。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

长，兼任中国美协理事、理论委员会

副主任，北京美协副主席，中国汉画

学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博物馆学会

副理事长等职和多所艺术院校客座

教授，出版著作50余种，并建有私人

“油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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