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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粟先生是 20 世纪中国美术史

上十分重要且极具革新精神的艺术大

家之一。日前，“沧海一粟——刘海粟

艺术展”亮相中国美术馆，展出了久未

面世的 101 件刘海粟先生的书画作品，

包含了他各个时期所创作的油画、国画

与书法，借此机会，我们得以再次领略

到以刘海粟为代表的那一代艺术家为

中国现代美术多元发展创新所走过的

心路历程。

黄 山 ，天 下 奇 绝 ，是 刘 海 粟 的 最

爱。70 年间，他十上黄山，自塑了一代

大师的人生传奇。从写形悟神到以苍

雄之笔墨写黄山之魂，刘海粟实践了从

客观自然到艺术境界的升华。这一主

题也构成了此次展览的第一个篇章“我

欲腾云上天都”，展出了刘海粟先生 28

幅以黄山为题材的作品。黄山云海是

黄山独特的自然景观，置身其中犹入蓬

莱仙境，令人神思飞越，浮想联翩，尤其

是在日出和日落时分所形成的彩色云

海,最为壮观。此次展览并捐赠给中国

美术馆的《黄山云海》是刘海粟第六次

登上黄山后所作油画，描绘的正是这一

奇景奇境。刘海粟通过强化大面积的

横向云、霞，以及因日光普照而生出的

天空与云海交错之感，云气的流动与山

石形成的团块相辅相成，又因山势向上

而云气横流，显得整幅作品斑斓变幻，

富有张力，气象浩瀚，有胸怀宇宙、吞吐

大荒之境界。“昔日黄山是我师,今日我

是黄山友。”这是刘老六上黄山之后所

写的诗句，如果说，刘海粟六上黄山之

前的作品主要在于“道法自然”，那么之

后其作品更加突出地展现了“境由心

生”的艺术理想。待到他 1988 年第十

次上黄山时，已是 93 岁高龄，此时，黄

山之于海粟老人，相看不厌。正如中国

美术馆馆长吴为山所说，“从师到友，达

到质的飞跃。他理解了黄山的真精神、

真气质，那云海翻腾、荡气回肠的线条

萦绕着苍松，在夕阳里，在紫雾中，似游

龙，浩浩乎，气吞万里……海老随心所

欲，炉火纯青。”

师古人、师造化，以遒劲雄深、苍浑

滋润的墨彩呈现出不凡的气度是刘海

粟晚年潜心于泼墨、泼彩之妙法所致。

他的泼彩山水、泼彩荷花等以泼墨为基

础，结合中国画传统青绿画法，并糅合

西方绘画的光色表现，斑斓瑰丽，气格雄

浑，以率性与豪情彰显本性，自成一格。

展览第二篇章就展出了刘海粟 34 幅涵

盖花鸟、山水等不同题材的中国画与 2

幅书法，其中一件巨幅手卷《清奇古怪舞

天娇，风火雷霆劫不磨》已经久未面世，

相信它的完整呈现将为观众理解刘海粟

先生强悍矫健、奇崛圆劲、深厚酣畅、苍

莽浑朴的中国画笔墨提供了蓝本。

在早年研习油画的过程中，刘海粟

对印象派画家雷诺阿、莫奈，后印象派

画家塞尚、梵高、高更，乃至野兽派马蒂

斯等西方现代画家的艺术情有独钟。

两次欧游期间，他全面观摩、领略西方

艺术，进一步接受西方新兴画派的启

发，回国后潜心钻研中西绘画在色彩上

的差异，立足于从更为广阔的审美视野

中感悟本民族文化中的色彩美学，并长

期致力于中国油画民族化道路的不懈

探索。他的油画创作大胆借鉴了中国

画中的勾勒法、留白法、皴染法以及泼

墨、泼彩法的表现特点。他喜用普蓝、

赭石等重色直勾对象，粗放拙朴，厚重

华滋。每创新意，看似粗头乱服，奇肆

泼辣，实得艺术三昧，并在单纯中展现

出庄重坚实之美。他还善于将红与绿、

棕与蓝、橙与紫等具有补色关系的色彩

进行并置，使画面获得不一般的视觉美

感，并且，我们在欣赏其油画的时候，尤

其能感受到作者创作时的澎湃之情。

正因为刘海粟的油画具有强烈的写意

性，因而创造出线条强悍、笔触沉厚、用

色斑斓、境界雄阔的艺术特色，获得了

审美格局的宏大气度。这些特性在展

览第三部分“神州尽在彩雾中”展出的

油画作品中能够一一窥见。

回望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以徐悲

鸿、刘海粟、林风眠、庞薰琹为代表的四

大体系发挥了各自不可取代的价值，展

示出民族的新审美理想和时代美术多

元发展模式。而无论艺术创作还是美

术理论，刘海粟先生的实践和思想几乎

涉及中国现代美术领域的所有重要方

面。在刚刚结束的十九大会议中，习近

平同志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

于美术界，又如吴为山所言，“不忘初

心”特别是要对那些在中国美术史上做

出过杰出贡献的艺术家，对他们的艺

术、思想，以及他们在艺术教育过程中

为中国美术事业所做出的贡献进行梳

理、研究，加以发扬，以便我们创造性继

承、创新性发展。“希望通过这个展览，

把刘海粟奋斗的人生历程中独特的审

美精神传递和影响下一代。”他说。

沧海一粟
——101件刘海粟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徵羽

九九重阳时节，“丹青引——祝大

年作品展”10 月 28 日在北京刘人岛艺

术中心开幕，展出了祝大年各个时期

的代表艺术作品近百件，包括工笔重

彩画、钢笔画、陶瓷壁画、设计手稿

等。《祝大年文集》《祝大年钢笔画集》

两本新书也同时发布。

祝大年既是我国现代工艺美术设

计、重彩画艺术创新的开拓者，又是我

国传统陶瓷发展创新设计及壁画创作

发展的创始者，还是现代艺术设计教

育的创建者，也是原中央工艺美术学

院发展各专业的奠基者，是中央工艺

美术学院值得骄傲的学者。原中央工

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与祝大年一起

工作多年，经常进行学术交流，对祝先

生十分敬重。常沙娜说：“祝大年先生

离开我们已 22 年了，但前辈对人生奋

进的执着精神、对事业刻苦奋斗的毅

力，为国家为人民承担责任的担当，值

得我们承前启后，学习不止。”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鲁晓波表

示，祝大年先生是清华美院的骄傲，也

是中国艺术界的骄傲。“祝先生是一位

杰出的艺术家，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就

参 与 左 翼 青 年 的 一 些 活 动 ，抗 日 战

争、解放战争的美术活动、抗日救亡

运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重要历史

阶段他的艺术都体现了服务于国家、

服务于人民的崇高境界，其中最有影

响 的 就 是 首 都 机 场 壁 画《森 林 之

歌》。祝先生也是一位设计大师，从

他主持的‘建国瓷’到他后来一系列

的陶瓷设计，为中国现代陶瓷奠定了

非常重要的基础，是中国陶瓷艺术的

一个高峰。祝先生还是一位教育家，

他从工艺美院建院开始就担任陶瓷

艺术系主任及教授，一生为中国的艺

术设计事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桃李

满天下。”鲁晓波说，“我们一想到中

央工艺美院，浮现在眼前的就有那幅

《玉兰花开》，是祝先生的玉兰花。”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人岛回忆起

与祝大年先生的点滴往事时说：“我

1987 年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时，祝

先生已退休，虽然我不能够在课堂上

跟他学习，但在祝先生的家里，先生把

我当儿子一样谆谆教导。祝先生不但

是一位著名的画家、陶艺家、设计家、

教育家，他的为人、他对学生无私的教

育更是特别感人。”

祝大年的“丹青引”
冯知军

在当下中国油画家队伍中，相对于

追求写实绘画风格的画家，专注于现代

主义风格者不多。而在金田的油画作

品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对现代主义

绘画风格的钟爱，更看到了他对现代主

义深入的研究和思考。金田早在南京

艺术学院学习期间就对现代绘画艺术

感兴趣，阅读了许多西方现代主义方面

的文献书籍。他在现代主义绘画的基

础上，结合研究中国传统绘画艺术，把

现代主义绘画构成与东方艺术的审美

相融合，进行着半抽象及写意性的艺术

探索，具有很强的独特性和学术性。

艺术创作要观察自然、观察生活，

并从中提炼出造型和色彩，最终成为艺

术。金田的绘画都与日常的生活息息相

关，他重视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追求浓

郁的生活气息与情感的表现，在画面中

营造了一种悠闲、舒适、恬静，具有强烈生

活气息的场景，给人以清新、轻松、愉悦的

感觉，充满着一种令人深感慰藉的温情。

金田的作品，无论是线条与色块或

是造型与构图，表面上看似不经意地勾

画涂抹，其实是经过艺术家苦心经营的，

在下笔之前就已作了大力的删繁就简的

处理，画面中呈现的图像都是抽离物象

在三维空间中相互的直接关系之后，经

过重新的置放和组合，并通过画面中块

面和色彩的互动与对比，以纯绘画的样

式营造出画面的感觉及要表达的内容。

那些看似简单的画面，都是在并非简单

的艺术思考与经营之后所取得的成果。

金田的油画艺术，体现了西方现代

油画艺术语言的特色和品质，同时又融

入了中国的写意绘画精神和文化涵养，

在作品中自然而鲜明地表现出自己的艺

术个性，形成了简洁、明朗、清新、空灵的

艺术风格，成了今日中国油画艺术百花

园中亮丽绽放的一枝鲜花。

金田的现代主义绘画之路
詹建俊

在当代中国画坛，刘云是一位坚

守理想、沉潜耕耘的艺术名家。在中

国画的时代发展这个课题面前，刘云

保持了清醒的认识并长期坚持实践，

这在同代人中是非常突出的。他由油

画入门，自 1980 年代美术变革的热潮

以来，他就具有将西画与中国文化和

传统精神相融合的意识，在后来转向

中国画的历程中，他更是在学理上融

贯中西，将油画浓郁的色彩和厚重的

质感带入笔墨。从对山水画的历史渊

源的研究到个人胸襟的抒发，从他内

心世界的充盈到个性语言的建构，刘

云的中国画创作始终透露出自觉的文

化意识、深度的学术思考与严肃的艺

术态度。总体来说，刘云的作品是一

种贯穿传统与现代的有效互通，呈现

出见形、见墨、见笔、见色的综合性语

言风格，让人感受到新颖的山水图式

和清朗的自然气息，也感受到他朴实

的艺术性情和纯正的精神境界。

刘云的山水画创作有三方面突

出特点：其一，作为生长和工作在湖

南的画家，他笔底描绘的多为空蒙清

润的湖湘山水。对于山水画家来说，

作画必须首先进入山川林木之间以

熟悉万般情景，然后才能将精神驾驭

于山川林木之外，随笔一落，自成天

蒙。他长期坚持写生，面向自然体会

山光水色的变幻和万物生态的灵动，

从实境中取景，转为画中之境，在笔

线墨韵中构建了一种与自然山川神

往心会的深幽意趣。他的山水图像

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田园韵致，

但刘云并未将自己所熟知的景象平

移于画面当中，而是在感受自己所熟

悉的丘壑山野的同时，又努力与之拉

开距离，以某种陌生化的视角与自我

身处的山川交融互通，在动笔时与其

说是取景造像，不如说是取意造境。

他都更像是一个“局外人”，以初见此

景的心境和眼光对山水树石进行重

新阐释，在远与近的循回往返间，画

出了一方别具感受的梦里家山。

其二，以静谧温润的色泽通向心

灵的田园。刘云其人具有很强的理

性意识，这一点从他的画中就可以看

出，他始终在追求一种含蓄隽永的表

达和某种具有秩序感的布局，在咫尺

方寸间将山体、云烟、树石、矮屋等元

素进行空间的组合与重构，将丘陵形

象的具体塑造与水墨氤氲式的半抽

象表达融为一体；在色调的运用上，

他将水墨山水语言与青绿山水形式

相结合的探索，以解前人未达之题。

在墨色的基调上，辅之以暖黄、赭石、

石绿等色彩，与墨的层次、笔的疏密

和物象的塑造形成有效的互通关系，

很明显，这一色调的选择是对于“家

园”最好的视觉化阐释。刘云的创作

状态是一种心田的耕耘，在组织与管

理 工 作 之 外 能 够 沉 潜 入 境、身 心 入

静，在灵山秀水间作精神的漫游，这

是他从现实家园走向心灵家园的精

神路径，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一种

自身回归单纯状态的内在表达。

其三，独特的画面形式结构体现

了既具传统精神又蕴含当代体验的

丰富内涵。形式构成的观念在 20 世

纪西方当代艺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变革中产生了

巨大影响，对很多山水画家来说，这

一问题亦成为不可回避的命题。在

刘云的画面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

师古与创变互化相生的痕迹，从传统

中国山水画的经营布局，到当代艺术

强烈的图式风格，体现为山水树石的

块 面 性 穿 插 和 拼 贴 式 的 视 觉 营 构 。

清代笪重光在《画荃》中称：“空本图

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

逼而神境生。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

妙境。”在刘云的画中，大面积团块的

结构与部分留白形成鲜明对比，克服

了写实与抽象的矛盾，通过“实”与

“虚”的处理，使他的作品由“实景”脱

胎到“情境”，这种传统文化的视角结

合现代艺术的构成观念使得刘云的

山水画创作在跨文化的视野中树立

了独特的风格标识。

刘云的山水是一种基于主观意

识的理想化创造，他画中的“灵山疏

烟”“清岚晓月”“山田苍翠”等皆是他

从不同角度切入而营造出的山水新

境。立足当下，从今日此时的经验与

心境出发，创作出具有时代精神的山

水画，是摆在中国画坛的学术课题。

刘云的山水画创作以信守、静谧的心

态容纳万物，在冷静的秩序感中寻求

山水的变幻灵光，于凝神之际释躁心，

迎静气，更重要的是，他在跨越了东西

方文化背景后达到了形式语言的当代

转向，在传统内涵中出其新意，在当下

生活的鲜活感受中表达出具有时代精

神的山水作品，用诗意化的方式实现

了当下自然山水与精神家园的交织。

刘云的山水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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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云海（油画） 62×75厘米 1954年 刘海粟

清风掠过·塞罕坝（国画） 124×236厘米 2017年 刘云

四季花（陶瓷壁画） 240×120厘米 1989年 祝大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