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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 赏

自说自画

赵伟

《太行铁壁》赏析 翰 墨 流 芳

《太行铁壁》是我国中国画画坛伉俪王迎

春、杨力舟合作完成的作品。该作品创作于

1984年，在“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上荣获

金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2015 年，他们夫

妻二人应邀在原作基础上加工放大创作出一

幅新的《太行铁壁》。新作品在原作 2米见方的

基础上被放大为 5 米乘 8 米的巨作，现藏于中

国国家博物馆。作为该题材最为重要的中国

画代表作品，王迎春、杨力舟二人绘制的《太行

铁壁》借助传统绘画语言与当代艺术表现技

法，充分体现出中国军民以钢铁般的意志同仇

敌忾、共御外辱的精神和决心。

《太行铁壁》共描绘了 52位军民男女，其中

既有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将领，如朱德、彭德怀、

刘伯承、邓小平、左权等，又有诸多无名将士和

普通民众。在画面构制中，王迎春、杨力舟采

用了将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与太行山势相互

融合的手法，于壁立千仞的岩石之中，勾画出

众多可歌可泣的鲜活人物。在这些人物中，具

有高度识别性的朱德、彭德怀等高级将领的形

象和众多无名英雄融合在一起，与巍峨的太行

山共同幻化为挺拔、刚强、坚不可摧的屏障，营

造出一种不是浮雕胜似浮雕的效果。

《太行铁壁》采用的是一种新型纪念碑式

的构图，依山就势将人物纵向排列成错落有致

的数行，横向间又彼此相互关联，遥相呼应。

画面中心刻画的是十大元帅之首朱德总司令

的正面半身像，他头戴八路军军帽，身穿八路

军军装，衣服边缘施以转折较为明确的浓重

墨线，其他部分则用淡墨略加皴擦，使其形体

于挺括之间尽显质朴、平实的风格特征。站

立于朱德身前的是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三

位将领，他们均略侧向左前方，尤其是邓小

平，左侧面部的 1/3 皆隐于背景色中，几乎看

不出具体表情，但从其紧闭的双唇和左手插

于裤袋中的悠然姿态，可见其内心的坚定和

强大。在所有人物中，只有彭德怀的脚下刻

画出一块类似台座的石头，表明了绘制者意

欲突出彭大元帅不朽功绩的心理。《太行铁

壁》中，彭总挺然直立于石座上的伟岸身姿，

是艺术家用画笔作为武器，对当代政治历史

人物做出的独特评价。

王迎春、杨力舟，均为山西籍画家，曾先后

就读于西安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作为

新中国培养的艺术家，他们都接受过苏联素描

教学的影响以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训练，并

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和位于家乡的太行山

脉充满感情。在创作《太行铁壁》之前，他们曾

多次深入太行写生，面对壮丽的山势，无数次

畅想当年英勇的抗日军民共同迎击日寇的场

景。为了锤炼出最为精到的艺术语言，他们不

断思考，勾画出无数的速写，但一直未找到令

他们满意的构思。直到有一天，当傍晚的金色

霞光映射到“依天耸立的峭壁险峰上”时，他们

从那些峭壁中似乎看到了一组组犹如巨人般

挺立着的人物群雕，从而迸发出灵感的火花，

决心用人物融于山岩的方式刻画太行军民的

抗战情景。之后，他们在仅有 16平方米的斗室

之中，用一个多月的时间，一气呵成完成了这

一惊人之作。

《太行铁壁》用充满激情的笔墨，刻画出太

行山军民的抗战风骨。画面人物若隐若现，有

的清晰，清晰到可见其红润的面颊，眼中的笑

意；有的模糊，模糊到几与皴擦后的山岩混为

一体，除了头部较为清晰之外，胸膛和手臂、腿

部皆隐于岩间，似乎太行山千丝万缕的纹路褶

皱，已成为太行军民的天然躯体。在对这些

人物进行刻画的时候，王迎春、杨力舟特别关

注到山势的形状，他们通过勾画若干竖长倾

斜需要向上方仰视的山体，“用焦墨、浓墨、淡

墨，在黑白、干湿、疏密、浓淡的变化中，形成

总体的节奏与韵律”。在画面的黑白对比中，

峭壁与略施淡彩的人物和谐统一。而中锋、

侧锋、斧劈等方硬的笔触，也为观者带来强烈

的审美旨趣和视觉冲击力，营造出宏大的水

墨写意气势，塑造出“领袖和人民共同抗日的

历史丰碑”。

王迎春、杨力舟的这一力作一经问世便得

到绘画界的高度关注和一致好评，国画大师叶

浅予先生称：“我很喜欢《太行铁壁》那幅画，这

一幅大构图，塑造了一群八路军战士的形象，

其中包括几位指挥保卫太行的革命领袖。他

们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又像是太行山上块

块坚硬的岩石；他们是保卫太行山的铜墙铁

壁，可又像雕刻在太行岩壁上的一个个山神。

这种巧妙的处理方法，通过形象思维的启示，

不仅把人引到当年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去，而且

还能把人引到燕赵悲歌的历史情境中去。此

画用笔苍劲有力，运用宋人山水的大斧劈皴，

把人和山融成一体，这是中国画讲究笔墨的特

殊效果。”

《太行铁壁》是王迎春、杨力舟融合中西方

绘画技巧，将写实造型手法与传统的水墨写意

以及立体派式的现代构成有机结合的结果，该

作品不但是太行军民抗击日军的丰碑，也成为

中国画在新中国立足传统、不断进取的丰碑。

王襄尧的团扇作品具有探索性的

学术价值。据记载，早在南北朝时期扇

画在题材上已经涉猎人物、山水、花鸟，

虽然在扇画上描绘人物和花鸟尚有存

世作品，但在扇画上描画山水则至今鲜

有存世之作。王襄尧一改惯用在团扇

上描画仕女（人物）、花鸟的先例，而是

将山水图式植入团扇之中，因而带有一

定的反传统意味。这种反传统意味其

实在深层次上表现为三个方面，即作者

一方面试图打破团扇中仕女（人物）、花

鸟占据主导地位的创作倾向，而把山水

作为扇画的主导性题材，这就走向了更

为博大、宽广、恢宏的格局；另一方面，

传统的团扇一般采用的是工笔的画法，

但是王襄尧的团扇作品采用了以写意

为主的手法，并有意识地将写意与工笔

相结合，写中有工，工中有写，也就是说

这种写中带工的形式消解了扇画中工

笔画占据统治地位的陈规，进而获得了

更大的回旋余地与施展空间。第三个

方面的创新体现在作者弥合了水墨与

色彩之间的鸿沟，也就是说在用笔和施

色上双向耦合，采长补短，以笔墨强化

线条与皴法，以色彩强化视觉冲击和肌

理结构，这种意图非常明显，那就是增

强传统中国扇画的现代性与时尚感。

《秋满》以浓淡相间的笔墨勾画纵向

而立的树干，以此切割以淡黄色和深绿色

构建的圆形画面，再以粉红色的枝叶加以

层层渲染，将中国水墨特有泼彩之手法与

类似印象派的点彩法熔为一炉，墨皴与色

皴的双向交织，既有文人大写意的似与不

似之神态，又有类似外来水彩画的光晕变

化。该作品有意将绘画感与工艺性有机

结合，既有传统的笔墨情趣与色彩韵律，

也有素描与速写等写实痕迹，从而达到了

贯通中西、融为一体的艺术之境。

《染春》先以红绿两大主色调构筑

极富几何感的山体结构，这种对比强烈

的色彩切割形成壁立千仞、岿然不动的

魁伟意境；然后，作者再于其间绘制桃

花、房舍等景观，山峰与桃花、房舍在布

局上主次井然有序，高低错落有致，淡

黄色的山体与鲜红色的山峰形成虚实

对比，给人以刀劈斧削、巍峨雄壮之势，

充满阳刚浑厚、泰山压顶之感。

《语春》以繁密有力的线条勾勒取

代传统中国画的简括、疏朗，繁密的线

条又细分为实线与虚线两类，这种虚实

对比不仅仅是传统虚实观念的重复与继

承，更深的寓意是通过虚实变化建构视觉

空间，粗壮坚实的线条借鉴了西式素描与

速写的某些因素，因此克服了传统笔墨线

条的平面感，而强化了空间性与立体感，

这些线条与具有传统意味的柔性、平面化

的虚线形成以实写虚和以虚写实的对立

统一，这种统一依托于墨点与色点的点

虱与穿插，最后灿烂至极归于平淡——

作者又在充满现代性的树枝之上描绘

了一只孤鸟，但仔细审视这只孤鸟，它

不是完全以传统笔墨和色彩勾画而来，

恰恰相反，它的画法亦是挪用了西式的

画法——具有明显的立体感与光感，这

就是作者用心良苦之处——既立足传

统笔墨，又企图颠覆传统笔墨，这种看

似矛盾的心态实则就是力图使中西绘

画予以嫁接、贯通的动机，从而形成中

西混血的艺术图式。

王襄尧生于甘肃陇上人家的一个

书香门第，以厚重大气为核心的陇上文

化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审美理念与艺术

语言，他科班出身，大学期间师从陕西

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著名山水画家徐义

生教授，接受了系统的学院美术教育，

陕文化与秦文化既是一种重要的地域

文化，阳刚豪放、雄浑大气是秦文化和

陕文化的精髓，也是以陕西为核心的西

部绘画的特质，这种文化肯定自觉或不

自 觉 在 王 襄 尧 心 里 打 上 了 深 刻 的 烙

印。毕业之后，他来到深圳这块极富包

容与开拓的土地，于传道授业解惑之

余，笔耕不辍，锐意进取，在扇画领域渐

趋形成个性面貌，并有多幅作品发表于

专业期刊；不仅如此，他在艺术理论方

面亦有建树，有多篇学术论文刊发于专

业杂志。

王襄尧的团扇作品立意高远，笔法

精湛，用色高雅，工写结合，色墨交响，

追求传统笔墨与现代色彩的有机统一，

其作品横亘古今、中西合璧，具有极大

的原创感与探索性。他的团扇作品既

有水墨的气韵，又不乏彩墨的魅力，他

在继承中西方一切优秀传统基础上独

辟蹊径，走出了一条包容古今、融会中

外的独特艺术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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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入墨 意韵生辉—王襄尧的团扇艺术
黄丹麾

传统自然可贵，但当我们翻看美术

史的时候，发现那些被记录在美术史当

中的大师之所以能够在他们那个时代

脱颖而出，作品能够成为那个时代的

典范，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就是他们打破了传统的观看方式的

束缚与桎梏，开创了新的观看方式和

角度，创造出了新的绘画规范。他们

在绘画艺术上的成功都取决于他们在

传统的基础上，找到了区别于过往的

观看事物的方式，摆脱过去观看世界

的角度。所以我们在创作的时候，要

时刻警惕，不要重复前辈的道路，要站

在巨人的肩膀上，用自己的眼睛看世

界。我们要不断地探求真实，防止自

己盲目地跟从任何一位大师，不仅要

学前人的经验，还要能为我所变、为我

所用。艺术家想要在艺术表现上有所

突破，首先就要从自己观看对象的方

式上进行改变。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总

是竭尽所有办法，去探索与实现艺术中

内在的精神诉求与外部现实完美结合

的表现形式。

我们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时代，历史

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我们今天

这样处在如此快的变革之中，每一个时

代都有从属于它自己的特征。对于当

下社会特征的观察与了解可以使其更

好地为我的创作服务，这是确立我创作

题材的第一步。通过近年来对油画的学

习和在艺术实践上的探索，我对自己观

看世界的方式有了初步的确立，也在慢

慢寻找适合自己的绘画语言与研究方

向。我一直认为“观看是绘画的前提条

件”，而我所观看的对象便是我所处的这

个时代。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表达内心

的精神矛盾，能传达当下的时代特征，能

解读人们处在这个时代背后的情感纠

结。为此，我从两个方面思考自己作品

的问题，一个是创作中对于观看的方式

的寻找，一个则是选择怎样的绘画语言

进行表现。我试想着能够找到一种适合

自己的观看方式，对于观看方式的探索，

又不仅仅是外在的物理形式，还要能结

合我所希望的对于精神层面的体现，这

是它的文化价值，也是我对自己创作的

精神意义的思考。

我出生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见证

了中国农村向城市化发展的过程。对

此，身处其中的我并不止于对城市和生

活在其中的人的表层认识，我努力使自

己发现城市发展背后所带给人的生存

意义及社会思考。我眼睁睁地看着家

乡曾经的土地变为城市，曾经热闹的乡

村集市被遗弃与荒废，取而代之的是钢

筋混凝土浇筑的时尚大都市，我看到每

个人脸上似乎都洋溢着前进的骄傲，却

没有人会对往昔平淡朴实的生活心怀

眷恋。或许是巧合，2015年春节期间我

得知老家河南睢阳古城重新改造的消

息，细细想来自己因为在外求学的缘故

竟然也有许多年没去过那里了，于是我

就有了去古城转转的想法。我来到一

个曾是古城最有代表性的市场，这曾是

儿时印象里最为繁华的地方，古城里的

一切都在变，只是好像变得太快了，到

处都在拆迁，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外面

繁华的都市将这里衬托得破败不堪。

欢快的笑声中夹杂着时而响起的爆竹

声，和破败的市场共同构成了一个奇怪

的场景，这已经不再是它本该有的样

子。整个市场空荡荡的，摊位依然是记

忆中的样子，只是这里已经不再是市民

光顾的地方了。

看到城市的发展带来的不仅是繁

华和时尚，还有被时代快速前进的脚步

所遗弃的人和事物，我努力读懂我观看

到的一切景象，试想着赋予它们新的精

神意义。无论是废旧的老城还是城乡

接合部待拆迁的建筑，甚至这残存耕地

上的微末植物，都是我创作的素材。我

希望看到那些因城市发展而光鲜的人

们，更希望看到因“社会进步”而幸福的

人们，但是又不忍来到这“光鲜”和“幸

福”的背后停留片刻。我在这样的时代

背景下记录我身边的人和事，记录着城

市发展背后的这份悲凉，记录着与他们

身份不符的时代特征。我借用时代发

展中所遗漏的人和物表现自己内心情

感的精神矛盾。

我用手中的画笔记录自己内心所

感知的现实，我用心感受这现实世界，

我感受着一切，也感受着自我，我相信

现实生活更能给我带来精神上的刺痛，

我也坚信现实主义绘画有着无穷的魅

力，而自己的方向也一定是现实主义，

因为我有这种情怀，这是根深蒂固的。

我迷恋这平凡的世界，也感知这残酷的

现实，我品味生活的甘苦，也经历人世

的离别，欢乐或痛苦，平淡或离奇，这便

是生活，也是方向……

（作者系济南大学美术学院教师）

表达自心的观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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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铁壁（国画） 200×200厘米 1984年 王迎春、杨力舟 中国美术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