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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画语

陈履生

1978年画人体模特儿

学术空间

以线“养”画
杨福音

刘工

虽然在没有考入南京艺术学院之

前，就已经通过画模特儿来提高自己的

素描和速写的技法。但是，那时候画的

“模特儿”都是业余的模特儿，他们不

是我的亲戚邻居，就是我的中学同学

或工厂同事，还包括像我外婆这样的

老人家。这种业余状态的业余画法，

只是自己摸索，不够专业。1978 年进

入南京艺术学院之后，就开始了专业

的模特儿写生。

那时候美术院校中所谓的“长期作

业”，从画上也能看出来，慢慢磨，像熬

鹰一样。过去不懂“熬鹰”，后来到北京

之后才知道世界上有这种事。20 世纪

开始的中国美术教育，自新中国引入了

前苏联的契斯恰科夫素描教育体系之

后，全盘苏化，全国的院校一个模板，画

石膏“三大面”“五大调子”——真可谓

“熬鹰”。从美术学校出来的基本上都

是熬出来的，这种长期作业消磨了你的

艺术感觉，而获得了一种科学的观察与

表现的方法。无疑，在艺术的自由与科

学的方法之间，各有利弊。

画了一段时间的石膏之后开始画

模特写生。我们班先是画着衣模特写

生，循序渐进。画模特不同于画石膏，

模特是活的、动的；而石膏是静态的。

画模特要摆姿势，而画石膏只有找角

度。我们这种“工艺图案”专业的模特

儿写生，不同于油画或国画那种纯绘画

专业，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以绘画为最终

的目的，而是作为“工艺”或者是“图案”

这样一种专业的基础，通过画模特儿来

提高专业的造型基础，解决造型问题。

因此，我们的模特写生课程相比较油

画、国画专业要少很多，而我们每张作

业的时间也比较短。正因为如此，我们

在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画人体模特。

那一段时间，画石膏和画模特是交叉进

行。课时不足，晚上我们班同学轮流做

模特，所以，现在手头有不少当时画同

学的素描头像。那时候，同学们真是太

刻苦了，晚上基本上没有“娱乐”二字，

也没有休息的概念。有时候礼堂里放

电影都不去看。

油画班、国画班刚开始好像就画人

体模特儿，不像我们还要经过一段预热

的时间。美术系的楼不大，三层，油画

班、国画班的教室在我们楼上的三楼，

每每经过，门一直都是关着的。好像老

师有交代，一般来说，不要进入他们的

教室。他们非常的神秘，因为他们在画

女人体。无疑，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

大的诱惑，因为越是不让看越是想看；

越是不让知道越是想知道。我记得进

过他们的教室只有几次，都是在休息的

时候，看看他们的画，还是挺佩服的。

虽然我们没有进入到人体模特儿

写生的课程，但是，对人体模特儿写生

的 概 念 很 清 楚 ，没 杀 过 猪 ，但 吃 过 猪

肉。在学校图书馆也看过很多外国的

画册，知道这是一种很有魅力的绘画，

而不是简单的一种基础。那时候我们

不时抱怨或者是要求画人体模特儿，诸

如樵老师作为我们的任课老师也感到

很为难，他实际上做不了主，教学安排

都是教研室和系里决定的。作为教研

室，不希望我们有那么多的素描课程，

画不画人体也不重要，客观来说，这也

不错。而作为系里的安排，“工艺图案”

专业，画与不画，画多画少，都是听教研

室的；即使安排了课程，在事件和模特

安排的问题上也是等而下之。这是实

际情况。

我们终于等到了人体模特写生的

课程，还是比较激动，确实难以做什么

样的思想准备，更不能预估有什么样的

反应，前一晚激动的心情似乎还保留到

近 40年后的今天。作为学生，因为毕竟

要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毕竟要打开一

个神秘的窗口去看一个女性的世界。

理论上说，不管是生理还是心理，应该

和画着衣模特是有所不同的。可是，那

一天，当那位三十来岁、来自农村的女

模特非常生涩地脱下自己的衣服，她自

己的不自然完全转化成了我自己的不

自在。我能够理解，她如果不是因为家

庭和经济的问题，是完全不会走进这个

教室。第一次就非常沮丧，因为是美好

的想象之外。1978 年的时候，不要说是

在南京，在全国任何地方招女模特儿都

不是容易的事。这是在改革开放之初

的特殊的一段时间，人们对于画人体模

特儿，尤其是画女人体的客观局限。虽

然不像刘海粟校长当年和军阀孙传芳

斗争那样激烈，但社会的容忍度还好像

是偷偷摸摸的。这时候离 1927 年刘校

长当年的遭遇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可

是，经过了新中国，又经过了新中国特

殊的 10 年，“模特儿”一词依然非常敏

感，画模特也很神秘。所以，那个时候

画女人体，不成文的规矩，都要求把脸

不要画得太像，因为传出去，说她是做

模特儿的，难以面对社会和家人。所

以，最后要看不出画的是眼前的对象。

关于人体艺术，上个世纪 70年代后

期到 80年代初期，中国发生了一直影响

到现在的首都机场壁画的事件。1979

年 9 月 26 日落成的北京首都机场壁画，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壁

画创作活动，是当时的重要新闻，成为

改革开放的风向标。其中最为敏感的

就是南通人袁运生先生的《泼水节》，因

为上面出现了女性裸体的形象。左右

各方明争暗斗，最后以遮蔽后面的裸体

部分而渐趋消歇。机场壁画事件也可

以算作当年画人体模特的时代背景。

因此，当年学校招模特儿并非易事。而

从专业层面上来看，模特儿的长相、身

材、气质、风韵等等，都有可能影响画家

的情绪，甚至关系到专业水平的发挥。

虽然我是第一次画女人体，但一眼就能

够看出来与心理上的差距，并没有引起

我有什么异样的反应。我见过画册中

那些大师和我们老师画的女人体，那个

美啊，无与伦比。一定是漂亮的模特

儿。而看看从我们身边走过的油画班

的女模特儿，确实不一样，不仅是年轻

漂亮，而且五官身材都很出众。后来听

说这位模特儿嫁给了一位外国人。好

在我们是专业训练，并不是专门去表现

人体的美。而从专业方面来论，可以肯

定地说，没有好的模特儿就画不出好的

画。但确实也有面对好的模特儿画不

出好画的，那是水平问题。

无疑，我们这种学工艺出身的班级

是不可能分配到好的模特，比较好的都

不可能。这时候我们通过画人体模特

儿就知道了自己这个专业在学校的地

位。这是命里注定的，因为我们没有能

够考上油画，也没有能够考上国画，而

进入了“工艺”这个专业。就这样我们

勉强画过几周，算是画过了人体，人体

课也就结束了。后来，同学们要求增加

人体课程，多次向老师和系里反映。门

都没有。因为人体写生是专业基础中

的一门基础性的课程，不可能像油画班

那样一直坚持画几年的时间，画了素描

还画色彩。因为他们要通过人体作业

来提高自己的造型能力，并在画色彩之

前把素描关系搞好。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艺海钩沉

中国画的创新，就是不断接近

中国画的本质、生命、语言、规矩，使

之更像中国画，而不是离开。

评论家，批评家，应先是鉴赏

家。先是情感，再是道理。

画分南北，北方重格调，南方重

意境。北方重诗歌，南方重散文。

北方讲辽阔、拙大、雄莽、沉雄、醇

厚、敦实、直白、风骨，讲大漠孤烟

直，长河落日圆。南方讲和婉、超

旷、娓娓道来、欲言又止。不说尽头

语，言有尽意无穷。润泽、韵味、精

巧、深婉、凄美。一波三折、一唱三

叹。讲小桥流水人家。南北文化，

屈原兼而有之。

世上一切事物无不在重复自身

的命运，重复才能延续，重复方可新

生，中国绘画亦如是。

人类总的审美标准是永恒的，

不变的。这个标准集中在前辈大师

的闪光点上，后人任何成就恰好是

在这个闪光中增加了一个亮点。其

为钱穆语。

洋气的画大都是土气的人画出

来的。

当前中国画的毛病在懂捉形不

懂笔墨，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绘画乃视觉艺术，基本的审美

要求为视觉舒服，以求得和谐。一

路平下去，没有起伏，不是和谐。一

路奇下去，走险，也不是和谐。要平

中有奇，奇中有平，如此反复，达至

和谐。

饭是用来养人的，线是用来养

中国画的。前者鱼肉蔬果辅之，后

者泼墨、色彩、渲染辅之。

无一笔不是古人，而靠心中一

派天机发之。这 句 话 讲 得 真 好 。

前 半 句 讲 继 承 ，后 半 句 讲 创 新 。

其 为 王 世 贞 语 ，题 沈 启 南 书 画 。

沈 启 南 即 沈 周 。 王 世 贞 ，明 嘉 靖

进 士 ，文 学 家 ，南 京 刑 部 尚 书 ，明

后七子领袖。

（作者为书画家）

在中国传世名画中，北宋画家张择

端的《清明上河图》卷，可谓是家喻户晓

的传世名画。

自《清明上河图》成画以来，历代递

藏此图的题跋者、研究者均对“清明”之

意，持有各自的“识图”解释。论其争

议，首先是持“清明盛世”之意，认为清

明，即所谓政治清明，此图为称颂太平

盛世的寓意；二持“心爽”之意，认为此

画描绘的是清明时节心爽之意；三持

“盛世危图”之意，认为张择端是以画曲

谏，向当局传达出“还我山河”的迫切请

求。除此之外，对“上河”二字的含义又

有诸多的解释。一有“上河”即“汴河”

“御河”之称；二有“河的上游”之意；三

有“逆水行舟”之意；四有“清明上坟”之

意；五有“赶集”之意等。但不论“上河”

何意，由于此图并无张择端本人的落

款、钤印，更无画家综述，后人的争议则

是各执一词。

从宋代风俗画的表现技法来看，

《清明上河图》是一幅场景式描绘市井

生活的写实缩影。虽然，此图上所绘人

物高不过寸，但逼真地描画出不同人物

的体态形貌，须眉毕现、栩栩如生。

如果把张择端绘制《清明上河图》，

视为应考的试卷来论，也并非无稽之谈。

据宋人俞成在《萤窗丛说》中记载，宋徽宗

政和年间设立画学：“用太学法补试，四方

画工以古人诗句命题。”尝试用“竹锁桥边

卖酒家”“踏花归去马蹄香”等诗句考录画

工，如同科举取士，取表现画意超群的画

工。除此，还有“嫩绿枝头红一点”“深山

藏古寺”“落日楼台一笛风”“午阴多出听

潺湲”等佳言诗句，均被用作试题。要求

应试画工要在画中表现出“藏”“春意”“笛

声”等诗画意境，标准是“笔意俱全”者为

上品。其“笔”就是写实技巧；其“意”就是

诗情画意、意境、意趣。这种以诗性为思

想的绘画考试，奠定了中国画诗性审美的

特征。由此推论，张择端“专以形似”的

绘制《清明上河图》，可能只因为报考翰

林画院而作此画。

由此推论，张择端身为一个专工界

画的画工，能够凝神静气地创作如此巨

制的画卷，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求于功

名。虽然，宋代的经济繁荣促进了绘画

艺术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技艺精湛的

职业画家，但“以画为业”依旧不如入仕

光宗耀祖。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历

代文人画家都有“以画为娱则高，以画

为业则陋”的普遍认知。从翰林画院考

录画工的诗句“命题”而言，张择端绘制

此图几乎包揽了题意。但《清明上河

图》未收录《宣和画谱》中，可以推断此

画的表现意象与“考题”存在着偏题，得

不到当时“主流美术”界的认可。虽然，

中国古代的院体花鸟画以黄家富贵体

为规范，道释画中以吴家样影响最大，

山水画以院外画家成就最高。但是，院

外的著名画家多以官场文人，退官隐居

的士大夫、贤士居多。所以，院外不知

名的穷苦画家迫于生计，跻身画院，也

是企盼走仕途的重要途径。

最为重要的是，因宋代的绘画艺术

受到帝王的特别重视，画家的身份、地

位和待遇都令技艺诸行中人羡慕。从画

家就业的角度来认识，翰林画院的诱惑，

客观上刺激了社会上不知名画家踊跃参

加翰林画院考录。换句话说，只要不知

名画家考进翰林画院，画家才有出人头

地的机会。此外，从宋代画院要求“笔意

俱 全 ”的 评 定 标 准 来 考 量《清 明 上 河

图》，显然，此图缺少文人画的诗情画意，

也不合宋代皇家美术的华美特征，只是

市井民俗气息浓厚。也许，正因此图画

风与构图上的古韵民俗，不符合翰林画

院的考试要求，仅以运用借景与再现并

用的构图形式完成此图，所以《清明上河

图》未收录《宣和画谱》。至于后来此图

被徽宗发现并御笔题写画名，唯一的解

释就是徽宗发现此图具有图说“都城市

井”的见证，故此“增补”纳入御府收藏，

给了张择端“翰林”的名分。

因此，从考录画院的现实意义来证

明，张择端画《清明上河图》的动力，首

先不排除应试翰林画院而画此图。至

于“清明”是不是应试的考题，虽未见史

籍著录，但他的选题与原创也不可能随

心所欲。否则，再精湛的画工也不符合

应试翰林画院的要求。如果将《清明上

河图》视为张择端入翰林画院之后，为颂

扬时代而画此图，这种推论也不无可

能。但是，研究历史不能用所谓“学界”

善用的统治思维，附会地解读此图为“清

明盛世”之喻。从此图画名而言，宋徽宗

题写“清明”的用意不会是“清明盛世”之

意。虽然徽宗昏庸失国，但他在书画艺

术上并不昏聩。如果徽宗在政治上具有

建设“清明盛世”的治国理念，此君也不

会被奸臣摆布，即便想被尊称“清明盛

世”之君，他只需在此图上题写“清明盛

世图”即可，引经据典的文臣自会随声附

和。固然，原创思想在统治思维的引导

下时常会沉默，但也不能把画家的创作

动机臆想地提升到“颂扬”与“抨击”的层

面，不然创作者与欣赏者都是附和之

见。假如，张择端是入翰林画院后画的

“太平盛世”之景，此图又得到徽宗题写

画名，不可能不入《宣和画谱》。除非此

图画于“画谱”成书之后，但如此弘扬

“太平盛世”之作，宋籍也不可能不录。

综上所述，从张择端绘制《清明上

河图》的历史价值论，这幅长卷在漫长

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看到了这幅稀世长

卷背后的文化特质，同时也看到了历代

各色人物所藏此卷的权欲特征。如果

从宋徽宗赵佶御笔题写“清明上河图”

的画名而言，是宋徽宗发现了此图，而

不是发现了张择端。从这个意义上说，

不是宋籍遗忘了张择端这个画工，而是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在特定的历史

时期，被特定的人发现、收藏和借喻。

（作者为艺术家）

《清明上河图》的“试卷”说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有着悠久

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中国古代的体

育文化活动也不例外。遗留至今的

众多古代体育雕塑生动形象地记录

下古代多姿多彩的体育活动及其中

的精神内蕴。作为三维空间造型艺

术的中国古代体育雕塑，不仅在对

古代体育史的考证、发现、研究等方

面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映现

出 古 代 体 育 现 象 与 活 动 的 真 实 状

况，也是中国古代体育内涵、体育精

神的物化载体和表征。这些体育雕

塑本身也是一件件艺术品，在承负

着历史文化内涵的同时，也闪烁着

纯粹的艺术之美。

中国古代体育雕塑作品多保留

在古代文化遗址和出土墓葬之中，

种类主要有石雕、铜镜、陶俑、瓷器、

画像砖等几种。表现体育运动的种

类主要有骑射、狩猎、蹴鞠、马球、武

术等等。众多生动形象的古代体育

雕塑是一笔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

洞悉其背后的体育文化背景，认识

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对于传承古代

体育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艺术之始，雕塑为先。先秦时

期 ，是 我 国 古 代 体 育 雕 塑 的 发 轫

期。战国时期铜镜上的大力士，两

人躬身相抱的姿势，可视为摔跤运

动的雏形。美国华盛顿博物馆收藏

的战国青铜《狩猎图》、新疆伊犁出

土的战国时期《铜武士俑》、美国华

盛 顿 弗 利 尔 美 术 馆 收 藏 战 国 青 铜

《狩猎纹洗》等，这些作品中的人物

或矫健威武，或魁梧高大，或轻盈灵

动，着重表现了人物雄健的身姿、勇

武的风范，流露出勇毅果敢、沉雄内

敛的精神气质。

秦汉时期，中国古代体育雕塑

作品大多以表现武将等人物为主，

着力塑造出人物健美挺拔的身姿和

威武雄壮的体魄，具有力拔山兮气

盖世的豪壮情怀，富有强烈的艺术

感染力。如新疆伊犁战国墓葬群出

土的《武士陶俑》，秦始皇陵墓兵马

俑 中 的《跪 射 武 士 俑》《立 射 武 士

俑》，汉代的《骑吹画像砖》等，都塑

造或刻画得极为绚丽而精细，传神

而生动。四川成都出土的汉代《百

戏方砖》、河南郑州新通桥西汉墓出

土的《鼓舞》等，表现了人物奔放的

胸怀，展现了生命的动感与活力。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东汉青瓦胎画彩

《男舞俑》、河南洛阳出土的东汉《杂

技俑》等作品，人物的动作和形体姿

势较为夸张，想象力丰富，展现了无

拘无束的个性化色彩。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的文化

大融合的时代，佛教东传并逐步融入

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也为当

时的体育雕塑艺术注入了新鲜的血

液。如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年间的龙

门石窟，本是一座佛教石窟，但也有

与体育精神相契合的雕塑作品，如其

中的《力士像》，从强壮的胸肌、粗大

的手臂上隆起的肌肉线条让人感受

到其豪迈、英武、雄健的气魄。

隋唐时期，开放包容的姿态展

现了泱泱大国的非凡气度，文化艺

术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体育

雕塑方面，也融入了新的元素。如

陕西西安出土的唐代仕女《打马球》

雕塑。马球是由西方引进的，在唐

代盛极一时，打马球史称“击鞠”“击

球”等，是一项骑在马上的运动，通

过运动员持棍打球的形式来比赛。

这一雕塑表现了女骑手在飞奔的马

上挥动球杆击球的情景，动感十足，

让人想象出当时比赛的火热场面和

激烈程度。陕西西安出土的唐代仕

女《麻球运动图》、陕北乾县永泰公

主墓出土的《骑马狩猎图》等，则表

现了运动中女性的优雅闲适和英姿

勃发。洛阳出土的唐代彩绘《习武

俑》与江西潘阳出土的《男戏俑》等，

线条流畅奔放，展现了人物协调、匀

称、和谐的形体美。

宋元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王

朝由强盛走向衰落时期，文化艺术

风格趋于世俗化，更加贴近生活、贴

近民众。体育雕塑也多表现群众喜

闻乐见的运动形式。如宋代的《腰

鼓画像砖》，图中的鼓手，一脚踩着

地，一腿上抬，表现的是安塞腰鼓中

的节拍。人物雕刻技术精湛，线条有

力，刀法纯朴，没有矫揉造作的痕迹，

显得古朴大方、气韵生动，充满生活

气息。“弄丸”也是宋元明时期较为盛

行的民间运动形式。《弄丸画像砖》表

现了表演者两手上下翻飞，抛接弹丸

的情景，人物表现得古朴自然、生动

形象。山西绛州市出土金代彩绘砖

浮雕《丰收舞蹈人》，人物动作自由而

舒展，表现了丰收的喜悦之情。江西

都阳出土的南宋《男戏俑》、河南焦作

市出土元代《舞蹈男俑》等作品，人

物动作舒展流畅，展现了洒脱、活

泼、明快的运动美。

纵览这些古代体育雕塑，艺术

风格趋于写意，重在表现人物的精

神气韵，而非写实性的客观再现。

在创作中强调个人的观感重现，带

有强烈的个人情感色彩，注重审美

意境的营造，这也是中国古代体育

雕塑有别于西方古代体育雕塑的地

方。中国古代体育雕塑更多地传达

了中国特色的体育文化内涵和精神

境界，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作者为盐城市书画院书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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