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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 赏

画 说 改 革 开 放 40 年

亚明《争分夺秒》赏析
亚明（1924—2002）原姓叶，名家

炳，号敬植，后改名亚明，安徽合肥

人。20 世纪中国画坛重要流派“新金

陵画派”的重要推动者和组织者。历

任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中国美协江

苏分会主席，香港《文汇报》中国画版

主编，南京大学艺术研究中心教授等。

20 世纪 50 年代，“建设新中国”成

为中国画表现的重要主题之一。1949

年蔡若虹首次提出“新国画”一词，它

的核心问题是新国画中所需要表现的

新兴事物与传统笔墨之间的矛盾，表

现人民大众喜庆生活与传统审美意

趣追求精神格调之间的矛盾。为了

解决这一矛盾，国画家被要求一方面

掌握国画本身笔墨技巧，同时另一方

面要进行大量的写生与走访，深入生

活，从生活中激发对新生活的灵感，

带动思想上的变化，以更好地使国画

艺术为人民服务。恰逢国家建设的

十年，这一时期的国画家们深入建设

工地，亲眼目睹翻天覆地的变化，激

发了创作的激情和灵感，并用画笔记

录下来，亚明创作的《争分夺秒》就是

其中一件代表作。

《争分夺秒》创作于 1960 年，其反

映新中国建设风貌是当时中国画表

现的重要主题。

“近景、中景、远景”式构图

《争分夺秒》表现的是夜间从事工

业生产建设的一个瞬间，在整体上采取

了传统的“近景、中景、远景”式构图，以

左右两个巨大的生产平台为主体，占据

画面前景部分。画面后方的塔吊的塔

身与动臂形成高低错落、疏密有致的垂

直线，间或点点灯火，与近景形成对比，

打破了巨大的黑色色块的沉闷，形成了

画面独特的节奏感与视觉冲击力。

工业建设的表现手法

在当时，如何以中国画笔墨表现

现代化机械生产的问题困扰着每一个

国画家。亚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前

往各大钢铁厂体验生活，并画了大量

速写。他借用山水画的创作方法，将

巨大的机械当作山石来勾勒面貌，用

笔考究，虚实结合。在宣纸上用类似

泼墨的办法刻画出大型机械的厚重

感，不失中国画的特殊韵味。

留白技法与光影调配

采用留白的手法处理机器产生的

烟雾，这是中国画表现云雾的特殊方

式。亚明成功地运用在这里，十分协

调，毫不突兀。画面表现了工人们挑

灯夜战的紧张场景，以夜色、机器的黑

色和由灯光带来的棕黄色为主调，积

墨与渲染相结合，别开生面。在远景

的表现上，朦胧的夜色下成片的吊车

高低错落，在视觉上有很强的冲击力。

在创作这幅工业题材的国画作品

时，亚明先通过速写琢磨构图，再用干

枯的笔勾勒机械轮廓和工人形象。勾

完线之后，再根据画面和主题所需的虚

实变化染一两遍墨，墨干后再敷色，不

断调整从而使画面协调，生动描绘出工

人奋战拼搏的紧张而热烈的场面。

可以说，亚明的《争分夺秒》是对

如何用中国画语言表现现代工业建

设的一个很好的回答，是有效融汇中

西绘画、创造新中国画的优秀作品。

翰 墨 流 芳

王浩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是一个多

事之秋。在世界范围内，苏联解体，东欧剧

变，“冷战”结束，综合国力竞争日趋加剧，

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中国面临的国际

环境非常严峻。当时，尽管我国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但在发展道路上也遇到了许

多新的问题。在这个关键时期，邓小平从

中国实际出发，站在时代的高度，深刻地

总结了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在一

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有了新的

突破。1992 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发表

的一系列谈话，推动了经济改革与社会进

步，对于今天我们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

革开放、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具

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南方谈话”

恰恰用事实表达了邓小平同志对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的 坚定信念。《南巡途中》这

件作品就是表现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

师——邓小平到南方视察途中在火车上思

考的情景。

在《南巡途中》这幅作品里，作者以肖

像画的形式展现了邓小平丰富的精神世界

和伟人风采。画面中的邓小平左手夹烟，

右手微微握拳，双目透过车窗深情地眺望

着窗外的南方大地。桌面上，插满了烟头

的烟灰缸、翻阅后折叠着的《深圳特区报》，

以及放在报纸上的老花镜和放大镜……这

些细节刻画，显现出邓小平对祖国前途命

运的关注和思考。车窗外，一路欣欣向荣

的景象则展现出春天和希望。

为了准确地塑造出邓小平的外在形象

与内在精神气质，艺术家张祖英查阅了很

多资料，包括南巡的新闻图片、邓小平的生

平摄影集等，然后根据各方面的素材积累，

综合构思创作了这一形象。“我尽量把画面

处理得简洁凝练，从而跟其他重大题材创

作的大场面拉开一定距离，形成我个人的

创作特点。从创作角度来说，过去小平同

志的肖像画比较少，所以这次我决定创作

一幅表现老年邓小平精神世界的肖像，也

是一种愿望吧。”张祖英说。

作为一位热爱生活又敏于观察和思考

的艺术家，张祖英充分利用一切时间潜心

研究、专心作画，创作出了众多优秀的油

画 作 品 。 追 求 艺 术 创 造 、不 断 画 出 精 彩

的 作 品 是 他 的 理 想 。 在 艺 术 创 作 中 ，张

祖 英 注 重 油 画 本 体 语 言 研 究 ，从 欧 洲 传

统 绘 画 中 吸 收 营 养 ，以 坚 实 的 艺 术 造 型

能 力 与 东 方 情 韵 相 结 合 ，并 从 具 象 视 觉

的经验中提炼出抽象意味来述说某种现

代哲理。

对于历史题材的人物画创作，张祖英

有着自己独立的艺术观点。他认为很多

历史画创作过于追求真实性与表层的刻

画，反而失却了历史画本身所必备的历史

意义及思想深度。“重大题材的作品不能

只是群众场面的堆砌，而要塑造出典型环

境下的典型形象。为此，需要我们提高肖

像 油 画 的 水 平 ，以 强 烈 的 感 情 来 感 动 受

众。”这是其长期以来坚持艺术创作的经

验总结。他在艺术实践中体悟到，艺术创

作不只是写真，重要的是写心，即以心写

境、以境为画。因此，在张祖英的一系列

历史题材作品中，我们都能透过他塑造的

伟人形象，捕捉到当代精神的审美特点。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闻立鹏曾说：“张祖英

的艺术作品，表面好像总是呈现一种典雅

秀 丽 的 美 感 面 纱 ，平 实 宁 静 ；而 仔 细 品

味，却内含着深沉厚重的情感积淀、深刻

坚韧的哲理思考，外秀内韧。有如品尝一

杯美酒，回味无穷。”

南巡途中
周洋

北大荒丰饶神奇的黑土地孕育

了一个在中国当代版画史上占有重

要地位且享誉中外的北大荒版画。

几代版画家随画派一起成名成长，其

中，于承佑也由 30 余年前新北大荒版

画家群中的一位小知青，成长为黑龙

江版画的领军人物。

于承佑从 1969 年初中毕业便投

身于北大荒垦区的怀抱，经历了 18 年

北大荒风雨的洗礼。上世纪 70 年代

知青美术的历练，奠定了他较为扎实

的绘画基础，80 年代初郝伯义在佳

木斯农垦总局主持的版画创作班使

他正式踏上版画之路。于承佑的成

功，无疑得力于北大荒乃至黑龙江

利 于 版 画 家 成 长 的 得 天 独 厚 的 环

境 ，而 就 主 体 而 言 ，则 源 于 他 的 聪

慧、执着和努力。其实，和那些接受

过良好的美术教育的画家不同，他

知识结构的优化与创作才能的培养

都不是在美术学院中实现的。与北

大荒第一代版画家一样，生活是他

们的课堂，他离开北大荒之后，每年

都要下基层深入生活、收集创作素

材，几乎走遍了黑龙江的每一块土

地，把自己融入了北大荒的大自然与

现实生活之中，这正是他能源源不断

推出作品，实现自我超越的动因所

在。

于承佑进入版画创作领域之时，

正是北大荒版画寻求突破之际。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艺术界

观念更新，新潮涌动，群体迭起。以

郝伯义为首的垦区版画家从发展战

略考虑，从传统的油印重套技法毅然

决然转向水印，向北大荒版画未曾开

垦的领地进军，从而为北大荒版画的

艺术形式与表现方法开拓出一条新

路，刷新了北大荒版画的面貌，人们

称其为“新北大荒版画”。在这批版

画中，于承佑荣获第六届全国美术作

品展览银奖的《小屯之夜》令人瞩目，

且为新北大荒版画赢得了声誉。这

件作品与他 1983 年创作的水印版画

《话致富》《丰收的喜悦》都是表现改

革开放后家乡的变化，后者描绘的是

富裕起来的垦区人们的物质生活，而

《小屯之夜》则表现的是垦区农村的

文化生活。画面的蓝灰色调与橘黄

色块相映衬，积雪的屋顶、闪烁的灯

光、电视天线的穿插、袅袅升起的炊

烟与院子里来文化室活动的人群，使

画面静中有动，朴茂中透溢着幽雅，

并 有 几 分 童 话 般 的 意 趣 及 塞 外 诗

情。与北大荒第一代版画家开拓期

那种强烈、雄阔、充满阳刚之气的版

画拉开了距离。这种差异不但在于

由油印重套向水印套色的形式转换，

根本在于创作主体艺术观念与审美

趣味的变化，说到底是不同经历与环

境的变迁使然。

上世纪 90 年代，于承佑迎来了版

画创作的高峰期。不仅数量可观，而

且艺术品位提升，几件大展中的获奖

作品，标高了他在北大荒版画中的地

位。其中在两届全国版画展中获银

奖的《萦》《大雪·穿过靠山屯的国道》

是他此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两

幅版画的题材、手法接近，均以精谨

细密的刀触雕刻出北大荒的苍凉、辽

阔、静谧与沉浑，流动的细线轻松勾

画出东北山乡特有的地貌结构，散落

其间的植被、独具匠心的灰调处理，

使画面简括中显出繁复，和谐中蕴含

变化，平和中彰显格调。正如晁楣先

生评价的那样：“景观大而不空，刻工

细而不弱，色调沉稳而不板滞。”在众

多表现北大荒的风景版画中别具一

格。如果说以上作品表现的是他对

故乡的一片深情，那么《思归》《书》

《念秋》《和》等一些以书法为背景的

作品则隐现着他对传统文化的眷恋，

也预示着其创作题材的拓展。其中

《思归》以精巧的构思与古雅的意境

取胜，获第八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优

秀奖。

新世纪以来，于承佑的创作仍保

持着旺盛的势头，尤其近几年每年都

有十几件版画问世，且幅面增大，有

的接近两米，显示出这位成熟画家对

大画面的把控能力。其中“清平乐

系列”几度获奖，而更具视觉张力的

是一批以现代化交通工具与农机具

为刻画对象的作品和众多雪景题材

的大版画。照相写实主义手法的运

用，使大器械的结构、质地、颜色，包

括 微 观 细 部 均 得 到 惟 妙 惟 肖 的 再

现，这是对水印版画技法语言表现

力 极 限 的 挑 战 。 而“ 凝 雪 系 列 ”与

“乡雪系列”较之他以往的北大荒题

材风景版画则由繁入简，更洗练、更

概括，淡化人文风俗气息而强化雪

中北国乡村大自然的恬静、纯洁，赋

予画面优雅诱人的艺术魅力。这些

画作令人感到，于承佑虽年过花甲

正 迈 向 古 稀 ，但 创 作 盛 期 尚 未 终

结。近半个世纪的艺术积累，北大

荒艰苦的人生磨砺，都市生活眼界

的开阔，文化修养的提升，以及康健

的身体、平和的心态和充裕的时间，

使他具备了艺术创作再上台阶、再攀

高峰的潜质与可能。

（作者系版画史论家，《中国版
画》杂志主编，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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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巡途中(油画) 160×205厘米 2009年 张祖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