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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名家

文化周刊

“这是一个断代的、文献的、拒绝

形容词的展览，我们要给观众一个真

实、全面的张充仁，要把张充仁身上被

遮蔽的史实显现出来。”上海油画雕塑

院常务副院长肖谷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26 日，由上海油

画雕塑院、上海闵行区文化广播影视

管理局与新民晚报联合主办的“张充

仁文献展（1936—1966）”在上海油雕

院美术馆开幕。展览以断代的方式，

从张充仁 1936 年在上海举办“张充仁

归国展览会”起始，至 1966 年“充仁画

室”停办为终点，通过他的 10 件雕塑

精品、3 件油画原作、25 件水彩复制

品，以及百余件历史文献、照片、影像

和原始实物，生动而丰满地展示了张

充仁一生中精力最为充沛，创作最为

丰盛，影响力和自由度最强的 30 年。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上世纪三四十年

代上海文艺繁荣多元的景象。

人际交往几乎是一部近代史

作为中国现代雕塑艺术的奠基人

之一，张充仁同时也是油画家、水彩画

家和艺术教育家，他的一生跌宕起伏

又富有传奇。

张充仁 1907 年生于上海，青少年

时期得学界泰斗马相伯指点，于 1931

年考入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

油画高级班。在校期间成绩优异，引

起 雕 塑 家 隆 波 注 意 ，建 议 其 转 学 雕

塑。之后转入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

雕塑高级班，成为雕塑家马林的助手，

并协助比利时画家埃尔热共绘《丁丁

历险记·蓝莲花》等，至今布鲁塞尔百

年宫额顶仍留有他的巨幅作品。

1935 年，张充仁婉辞皇家美术学

院留其入籍比利时的邀请，在考察欧

洲六国后回国。次年，在马相伯、蔡元

培和徐悲鸿等发起下，举办“张充仁归

国展览会”，并创办集创作、教学于一

体的中国首家私人绘画雕塑教学工作

室“充仁画室”。据 1947 年出版的《中

国美术年鉴》记载，充仁画室学生共

174 人。1947 年后，又有 83 人先后进

入学习。其门下学生中，王季迁、哈定

等在艺术圈声名赫赫，而陈逸飞是排

于名单最末的关门弟子。

张充仁的交友非常广泛，涉及文

艺界、民国政要、摄影出版界、建筑界、

体育界、医药界、宗教界、企业界等社

会各个层面。全国高等学校音乐教育

学会秘书长孟小禾曾说“张充仁的人

际交往，几乎是一部近代史”。张充仁

曾为马相伯、于右任、冯玉样、齐白石、

司徒雷登等诸多名人塑像，并创作了

《恋爱与责任》、《清溪》、《无产阶级革

命创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一系列有

影响的雕塑、绘画和学术论著。同时，

他还在之江大学、上海中国画院学馆

（上海美术学校前身）、上海美术专科

学校大学部等任教。

张充仁于 1965 年调入上海油雕

院，至 1988 年底退休，先后担任过上

海油雕院创作室主任、名誉主任，上海

油雕院名誉院长。亲自参与和见证了

上海油画雕塑院的初创、成长、发展和

壮大。近 80 岁高龄时还应法国之请，

创作了密特朗总统像、法国音乐家德

彪西石膏像、埃尔热巨像等。1998 年

10月 8日病逝于法国。

“泥塑之神手也”

“ 张 充 仁 文 献 展（1936—1966）”

分 为“ 时 代 章 华—— 张 充 仁·艺 术 ”

“时代繁花——张充仁·教育”“时代

词话——张充仁·交友”3 个单元，主

办方还梳理了张充仁作品表、张充仁

生平大事记、张充仁学生名录以及张

充仁交友年表，这也是艺术研究机构

第一次对张充仁艺术生平进行全方位

梳理。

展厅入口处，张充仁于上纪 40 年

代 亲 自 翻 制 的“ 手 模 ”首 先 映 入 眼

帘 。 张 充 仁 曾 经 说 ，对 于 艺 术 家 而

言，“手是最好的工具”，“手是第二张

面孔”，因此，“手模”可以说既是张充

仁艺术创作的工具和载体，也是他艺

术思想的浓缩与凝结。《渔夫之妻》是

张充仁转学雕塑后的处女作，也是一

件课堂命题作业。此件作品塑造了

一个前倾身子的佝偻老妪，她焦急地

伫立在礁石上，两手抓着胸襟，眺望

远方，任凭呼呼的海风吹起她的头巾

和 衣 裳 ，仿 佛 绝 望 和 灾 难 正 摧 残 着

她。这件作品曾被隆波大为赞赏，认

为张充仁把人物内心充分表现了出

来。《齐白石》是张充仁肖像类雕塑的

代表作之一。据记载，齐白石观后惊

叹：“好，有神！”并写了“泥塑之神手

也”六个字赠给了他。

展厅中，一组造型相近的少女塑

像也引人注目。据肖谷介绍，《玉树临

风》是张充仁在比利时留学期间的雕

塑 习 作 ，表 现 了 异 国 少 女 浴 中 的 形

象。1946 年春天，张充仁又以东方少

女浴中的形象创作了《清溪》，表现中

国女性的健康和柔美，曾被誉为“东方

维纳斯”。此后，《清溪》一直保存在充

仁画室。1950 年代，因作品腰臀部出

现了断裂纹，张充仁就将女像右手所

握的毛巾改为长长的浴巾，把腰臀部

围了起来，原来的浴中之女成了浴后

之女。这样的加固和修饰，又使得浴

女更显含蓄与典雅。“这三件作品的演

变过程，充分反映出当时留洋艺术家

们力图将西洋技法与本土文化进行融

合的实践与努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

征。”肖谷说。

除此之外，张充仁的水彩画也非

常精致。从展出的复制品看，他对于

色调、笔触乃至构图、技法等都非常成

熟。取材也极为广泛，无论是风景、静

物还是人物，都来自于民众的生活，极

其朴实平凡，有着普通劳动者浓厚的

生活情趣，也洋溢着强烈的乡土风情。

还原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作为国际上久负盛誉的现代中

国雕塑家，张充仁在长达 60 多年的

艺术生涯中对于上海文化、对于中国

现代美术的贡献是显然的。但事实

上，张充仁的名字在中国美术史中却

并不十分响亮，甚至轮廓还不十分清

晰。肖谷说，由于人们对张充仁在有

序的表述、有效的存档与有力的研究

等方面做得不够，因此许多史实被遮

蔽，这也使得他在美术史中的地位并

不十分显著。

其实，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雕塑

界素有“南张北刘”之称，“南张”是指

张充仁，“北刘”则是指雕塑家刘开

渠。但显然刘开渠的声望要远远显赫

于张充仁，而张充仁的作品也少有人

提及。究其原因，或许展览中的一件

作品可说明一二。

《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中华人民共

和国》（又名《向共和国致敬》）画稿以

及浮雕小样静静地陈列在墨绿色的

展 厅 中 ，它 背 后 隐 含 着 这 样 一 段 故

事：1952 年上海市政府在外滩筹建人

民英雄纪念塔，在全国范围内征集设

计方案，张充仁这件作品被评为第一

名，市长陈毅以及副市长潘汉年亦签

名认可（手函也展出）。正在张充仁

准备打样建造时，有人诉其曾为蒋介

石、杜月笙等人塑像。由于政治上的

“缺陷”及历史问题，该计划被取消。

因此，这件作品最终也遗憾地与上海

失之交臂……

“张充仁的艺术成就非常高，他作

品中的张力、表现力以及对于细节的

刻画和透出的艺术气质，对于当下的

年轻人会很多启发。”肖谷说，近 10 年

来，张充仁纪念馆和上海张充仁艺术

研究交流中心对张充仁的艺术研究做

了大量基础性工作，保留了许多原始

性文献，积累了不少成果。但是，这些

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此次展览是张

充仁学术研究的又一个新起点。剔除

遮蔽、廓清史实、清晰原貌、还原其应

有的历史地位，这是我们的动机，也是

我们努力的目标。”

据介绍，“张充仁文献展（1936—

1966）”是上海油画雕塑院继去年成功

推出“陈逸飞文献展（1960—1980）”之

后，又一个以学术性研究为基础的大

型文献展，同时，也揭开了 2015 年“上

海油画雕塑院建院 50 周年”系列展的

序幕。

本报记者 高素娜

人物名片

张充仁(1907—1998）上海人。擅长雕塑、绘画。1914年入土山湾美术

工场照相制版间随爱尔兰籍导师习素描及法文。1931年留学比利时，在布

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学习雕塑，1935年毕业。1936年在上海举办归国展

览，开办“充仁画室”。历任之江大学教授，上海美专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

上海分会副秘书长，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主任。出版《张充仁雕塑选》、《张

充仁水彩画选》等，作品《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曾获上海纪念

性雕塑一等奖。

第一次见到唐小禾，是他来北京参

加第十二届全国美展的壁画评选。因

素未谋面，唐小禾爽朗地在电话里说：

“我就在路边等你，你看到一个全是白

头发的就是我了。”刚见面，唐小禾就和

蔼地问：“愿意跟我们一块吃饭吗？”短

短的时间里，唐小禾的热情与直爽就打

消了我初次冒昧造访的局促。

如 今 年 过 七 旬 的 唐 小 禾 做 起 事 、

聊起天来依然饱含激情，同时却也异

常谦逊。他的家庭可谓是真正的艺术

世家，父亲唐一禾，1930 年赴法国在巴

黎美术学院学习油画，归国后为 20 世

纪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

贡 献 。 伯 父 唐 义 精 是 近 代 美 术 教 育

家、画家，1920 年创办武昌艺术专科学

校。母亲熊明谦，也毕业并任教于武

昌 艺 术 专 科 学 校 。 唐 小 禾 的 夫 人 程

犁，出身于书香门第，与唐小禾共同考

入湖北艺术学院附中，两人从这里开

始“相识、相慕、相知、相亲、相爱”，携

手创作至今。而他们的长子唐晖现为

中央美院教授，次子唐骁任教于湖北

美院。

2007 年，91 岁的熊明谦女士和唐小

禾决定，把唐一禾先生的所有遗作捐献

给中国美术馆。今年，“大风大浪：唐小

禾、程犁艺术回顾展”在湖北美术馆的

展览，更是让人们了解了这对艺术伉俪

的丰富人生。

“傻劲”少年崭露头角

1941 年，唐小禾出生在四川江津县

长江边上的一个小山村，那是私立武昌

艺 术 专 科 学 院 在 抗 战 时 期 的 办 学 地

点。而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院，就是由

其伯父唐义精在五四运动中创办，其父

唐一禾从法国留学回国后，也在这所学

校教学。但可惜这充满艺术氛围的家

庭在唐小禾三岁时惨遭变故，1944 年 4

月 24 日，唐义精和唐一禾兄弟二人乘船

去重庆参加“中国美术协会”会议和全

国师范教育会议时，江轮触礁，两人不

幸双双溺亡。

但母亲的教诲，父亲的遗作，家藏

的画册，已经为耳濡目染下的唐小禾

打开了走上艺术道路的大门。“在我面

前展现的是艺术的崇高和庄严，让我

内心有了一种强烈的向往。”唐小禾回

忆说。

1957 年，16 岁的唐小禾与程犁进入

湖北艺术学院附中，三年后，他们共同

升入湖北艺术学院美术分部油画专业

学习。1961 年，还是大学一年级时，唐

小禾的第一幅油画创作《延安求学》入

选 1962 年湖北省全省美展。1964 年，唐

小禾的《五好社员发奖》与程犁的第一

幅油画创作《红榜》入选全国第四届美

展，《红榜》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时年，他

们都年仅 23 岁。这样的成绩背后，是辛

勤 的 学 习 与 不 舍 的 探 索 。 在 唐 小 禾

1960 年的笔记本上，可以看到他在北京

看展览留下的 3000 余字的心得体会。

而在 1962 年唐小禾的一本创作构思笔

记里，记录了他打算创作的油画题材，

构思、构图竟有 20多个。

回 忆 起 这 些 岁 月 ，唐 小 禾 说 ：“在

我们学习与成长的年代，画了大量人

物与风景写生。现在翻看这些写生作

品，也不由得为自己那种对艺术的执

着和勤奋所感动。比起现在靠照相机

甚至电子技术代替画面，真有一股可

爱的‘傻劲’！现在看这些作品可能有

点‘粗糙’，但从画面表现出的精气神是

照片无法比拟的。”

逆境中选择进取

1965 年，唐小禾被选派到中国革命

博物馆历史画创作组工作，跟随王式

廓、林岗、闻立鹏、蔡亮、潘世勋等卓有

成就的画家们创作学习，这段历程对他

的创作道路影响巨大。“我的视野开阔

了，这是我自学生时代以来，在艺术创

作与实践上，认识和能力的一次较大提

升。”唐小禾认识到，创作是思想的表

达，作品的营造要高屋建瓴，站在一定

的层面上，对作品的取向做宏观与整体

的把握；创作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发掘与

建构的过程，就像设计制作，要想了做，

做中想；创作过程中有思想火花，有艺

匠之心；立意、取向是关键，态度严谨是

成功的保证，素材充分才会使画面丰

满，功夫做到位才能出高质量作品，才

会有可看之处……

这些体会，帮助他在“文革”中坚持

创作，从阴影中走出来。“在逆境中可以

选择沉沦或是进取，我相信只要不抛弃

自己，机会与希望永远存在。”唐小禾说。

1971 年夏天，得知要举办全国美术

作品展览，唐小禾创作了《在大风大浪

中前进》。这幅近三米的油画，是唐小

禾用 9 个日夜完成的。这幅画不仅是其

早期油画的代表作，也在“文革”中广为

流传，被誉为“‘文革’前期美术样式的

一种学术性的集大成”。在这之后，唐

小禾与程犁又共同创作了一幅《在大风

大浪中成长》。后来，有收藏家承诺对

因为保存条件限制而已经有了损坏迹

象的这两幅作品找专家修复，唐小禾就

都交给了那位藏家。据说现在一张在

美国，一张在加拿大，仍被私人收藏。

“‘文革’结束，我们有一种强烈的

愿望，要以新的作品来弥补自己在创作

上的不足，对‘文革’美术的批判，对艺

术单一服务于政治口号的质疑，使我们

在创作上力求克服以政治概念来代替

艺术的表达。”唐小禾回忆，基本的创作

观念和方法没有改变，仍是社会主义现

实主义艺术形式的延续。“我们将 1976

年到 1984 年这个阶段称为自己创作的

‘后文革时期’，也是我们的油画与壁画

创作交叉的阶段。”

1979 年至 1981 年，唐小禾与程犁创

作了首幅壁画《楚乐》，获全国第六届美

展金奖。此后，他们对楚艺术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特别是民间舞蹈“跳丧鼓”

“摆手堂”，更是让他们如醉如痴。由此

也诞生了他们的油画作品《生命的归宿

与起点之舞——“跳丧”和“摆手”》。

在他们的“文革后时期”创作中，还

有两幅非常重要的作品，就是《1979——

中国的十月》与《葛洲坝人》。但在他们

的油画创作走向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超

越的同时，“长期的、同一种艺术样式的

油画创作，最终还是使我们感到倦怠

了。在走向开放的新时期，在各种新的

艺术思潮，特别是被称为‘85 美术新潮’

面前，我们所熟悉的这种艺术创作形

态，似乎正在成为过去，留着历史的记

忆与回味”，唐小禾说。

一发不可收的壁画之路

在艺术上怎样拓宽道路，追求新的

思想的表达？如何从文化层面上对自

己的创作重新审视与思考？是他们那

时苦苦追寻的。1984 年创作《葛洲坝

人》以 后 ，主 题 性 的 油 画 创 作 就 中 止

了。特别是后来唐小禾做了 10 年的湖

北美院院长，繁杂的行政工作，更是让

他无暇创作。直到 2010 年，他才重拾画

笔，画了高 4米，长 16米的巨幅写实作品

《孙中山在中山舰上》的三联画。

“在我们的创作生涯中，以 1984 年

左右为界，之前，主要的精力是在油画

创作上，之后，是以壁画创作为主。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画坛，‘壁画复兴’的

浪潮兴起，我俩被深深地吸引，并卷入

其中，一发不可收，在艺术创作上似乎

走了另一条路。”唐小禾和程犁将创作

从楚国故园做到了遥远的非洲古埃及，

做到了台海彼岸，为 5 个国家级和省级

博物馆、纪念馆序厅完成过壁画作品。

在唐小禾看来，选择某种壁画材料

来完成一件壁画作品，主要是处于对主

题和环境适合性的考虑。纵览这期间

的主要作品，有陶版壁画《楚乐》、磨漆

壁画《火中的凤凰》、铸铜壁面装置《天

籁》、埃及开罗国际会议中心的丙烯沥

粉壁画《埃及七千年文明史》和大理石

镶嵌壁画《天长地久》、丙烯沥粉壁画

《绿 色 家 园》、锻 钢 壁 面 装 置《信 息 时

代》，以及丝毯壁画《淞沪抗战》等，可谓

是各种材料都涉猎了。“在制作中领悟

‘物性’，是一种快乐。”唐小禾说。

而且与制作往往被某些艺术家忽

视，扔一张稿子就放手让别人去做不同

的是，他们的壁画作品主要是自己动

手，有时因工程繁复，助手只是在十分

具体的指导下做辅助工作。哪怕是 65

平方米的陶版壁画《楚乐》的刻绘、90 平

方米的磨漆壁画《火中的凤凰》的漆绘，

也全部都是由他们自己完成的。“无论

用什么材料，壁画应该是画，其线条、刀

法、笔触、色彩都应该是作者自己的，它

渗透着作者艺术的个性，这是我们的坚

持。”唐小禾表示。

2010 年，唐小禾被选任中国美术家

协会壁画艺术委员会主任，他不负重

望，团结全国壁画界同仁，开展各种研

讨活动、举办大型壁画展览、筹划出版

“中国壁画”系列丛书，为中国壁画艺术

创作的持续繁荣而继续努力着。

唐小禾：在制作中领悟“物性”
本报记者 冯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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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小禾，湖北武汉人，

1941年生于四川，1965年毕

业于湖北艺术学院。曾任中

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湖

北省文联主席、名誉主席、湖

北美术学院院长、教授，现任

湖北省美协主席、中国美协

壁画艺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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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雕塑） 37×30×17厘米 1946年 张充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