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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 赏

清平乐（国画） 2006年 陈绶祥

孙红健

《红日照征途》赏析
杨之光（1930—2016）生于上海，

1949 年入广州艺专及中南美院，师

从高剑父学画。1950 年在徐悲鸿的

指导下考入中央美院绘画系，毕业

后在武昌中南美专、广州美术学院

任教。历任广州美术学院系主任、

副院长。杨之光中国画的笔墨技巧

娴 熟 ，作 品 生 动 传 神 ，内 容 极 为 丰

富，有很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中国画《红日照征途》原名《毛

泽东同志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作于

1971 年，纵 247 厘米、横 145 厘米，纸

本水墨设色。款题：“红日照征途。

一九二六年，毛泽东同志在广州主

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杨之光作于一

九七一年七月。”钤印：杨之光（白

文）。此作是中国美术馆于 1979 年

从广州购藏。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坐落

在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 42 号，旧

址原为番禺学宫，始建于 1370 年。

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共产

党人彭湃等倡议，在此地以国民党

名义开办农讲所。从 1924 年 7 月至

1926 年 9 月，共举办过 6 届。前五届

由彭湃主持。1926 年 5 月 3 日，第六

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学员

327 人，来自全国 20 多个省区，毕业

318 名，人数为历届最多。毛泽东任

所长。周恩来、肖楚女、恽代英等共

产党员任教员。主要讲授革命理论

和方法，特别是农民运动的理论与

方法，此外还有军事训练，组织农民

运动研究会，研究各地农村状况和

农民运动的经验。毛泽东还讲授了

《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

三门课。并且编印了《农民问题丛

刊》。学员们学习期满后回到全国

各地，从事农运的组织和领导工作，

后来成为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

《红日照征途》描绘的就是当时

毛 泽 东 送 别 毕 业 的 学 员 奔 赴 各 自

“征途”的情景。作品以农民运动讲

习所旧址的庭院为背景。此稿为第

五稿，由前四稿的横式变为纵式，所

描绘的人物更加紧凑，主体也显得

更为高大。从构图来看，人物还是

采用了三角形构图法。此图主体部

分 为 三 人 一 组 ，客 体 部 分 五 人 一

组。主体部分——毛泽东和两个农

民学员，走在泮池拱桥上，桥面为大

青石板，两侧为大理石栏杆，栏杆的

右 下 侧 是 茂 盛 的 葵 叶 ，形 态 秀 丽 。

毛泽东走在桥面中间位置，人物造

型 准 确、生 动 ，面 部 设 色 时 留 出 光

影。杨之光画人物一向以精准为原

则，造型写实、用笔写意，吸收了西

方对水彩和光的表现手法。毛泽东

着中山装和布鞋，用墨笔勾勒，设色

淡雅，虽是革命的领导者，但装束十

分朴实。两个农民学员边走边聆听

毛泽东的教导和叮嘱。右边的农民

学 员 包 头 打 扮 ，肩 背 包 袱、手 持 雨

伞，还系着绑腿，粗笔勾形，重墨设

色；左边的农民学员，身背斗笠、系

腰挽裤，重笔勾形、赭石上衣，黑裤

重色，与毛泽东的浅淡服饰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杨之光反其道行之，

将伟人以一个普通人的形象置于学

员中间，以此表现毛泽东密切联系

群众、与农民兄弟融为一体的优良

作风。此幅作品虽然创作于“文革”

时期，却完全不同于“文革”期间流

行的“高大全”“红光亮”的画法，使

毛泽东平易近人的形象跃然纸上。

客体部分有农民学员三人、革命军

两人组成，占的画面虽小，却有燎原

之势，之后的红旗寓意着后面跟有

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画面的左侧

有一株 Y 形两枝粗细不等的高树直

至画外，通向天际，树干以双勾法画

成，干湿笔皴染，画有节疤，凸显其

沧桑之感；枝条、树叶分别以没骨画

法画出浓淡，以营造出空间感。与

之相呼应的是画面右上方的两株火

红的红棉树，红棉树又称英雄树，两

株绽放的英雄树寓意革命的队伍不

断壮大、前景光明。英雄树前是大

成门，气势宏伟。

今年正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重读国画《红日照征途》这一重大革

命历史题材作品，缅怀老一代革命

家 在 艰 苦 卓 绝 革 命 岁 月 的 伟 大 实

践，让人备受感染。希望以此启迪

后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奉献精神，为

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而努力奋斗、

锐意进取！

翰 墨 流 芳

他被老师称为“鬼才”，被友人称为“奇人”，在学生眼中，他是学识渊博

的学者，他就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陈绶祥。7月 13日，“大

隐拈花——陈绶祥国画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分为“品格融雅

俗”“无穷化间隙”“天使站针尖”“有梦不觉人生寒——陈绶祥国画教学”

“文心生万象”5 个板块，集中展示陈绶祥从艺以来的 300 余幅作品，呈现陈

绶祥几十年来的从艺与教学历程。

陈绶祥，字大隐，号老饕，斋名无禅堂，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

士研究生导师。他始终将国画与文化、与中国人整体的生命观联系在一

起，与中国的文脉联系在一起，为国画品格的发展提出了以文化成的高度

期望。陈绶祥一方面继承了文人画的艺术精髓，一方面又打破了传统文人

画的文弱气、迂腐气，由此他也在守和攻之间、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找到了一

条自己的发展之路，并深深地影响到后辈的学人和艺术家。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评价陈绶祥的绘画说，陈绶祥自 20世纪 90年代

居住在北京恭王府、北京南竹杆胡同 113号，那时他家经常是新文人画家的

聚集地。陈绶祥是一位有深厚传统功力而又不求名利的实力派画家，在哲

学、美学、数理科学等方面游刃有余。“他的作品重传统、重基础，有创意、有

潜力，不仅有感而发，而且是有思而发。他在作品中广泛吸收传统技法后

进行了大胆创新，体现了一种关注历史、社会、自然和中国人的情怀，尤其

是人物画、山水画的创作，更是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他既能兼白石、八大家

法，吸收各家的长处，同时还从中国的历史文脉和艺术传统中寻找笔墨技

法和精神的价值，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丁宁看来，陈绶祥的作品是“学者型人物

画”，从中可以看到吴昌硕、齐白石对其的影响，并不乏丰子恺的幽默意

味。不仅如此，陈绶祥还将之融为一体成就了自己的艺术面貌。“陈绶祥的

画很接地气，如果用一个词是‘大俗’，要做到大雅是非常难的转换，这个转

换陈绶祥做得非常有个人特色。有意思的是，画中的诗文均为艺术家创作

和题写的，并且他题的内容有趣味，见真性情、见真趣味，有一种独特的陈

式幽默。”丁宁说。

陈绶祥的作品具有文人含蓄的诗意，并且贴近时代生活，有时幽默、诙

谐，有时又辛辣、直白，如《花王图》中的打油诗写道：“做花做人一个样，穷

当孙子、富当王，只是做花更洒脱。早早开花扮粉墙。”《大奔图》以汽车为

题材，画上题跋“画个汽车本平常，国人大都奔小康”。在作品《油画图》上，

他题道：“国画刚习素描罢，油画又学董其昌”。文化为什么要融合？怎样

融合？怎样在保有一种本体文化纯粹性的基础之上，又接纳时代的发展？

陈绶祥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生动直白地呈现出来。

陈绶祥善于将生活中常见的物品入画，如汽车、台灯、书、眼镜、乐器、

搓衣板、板凳等等。《岁月图》将日历、闹钟、烟灰缸、书和眼镜等一同入画，

画上题曰：“没有预支，从不借贷，存不起来放不坏；可以打发，也能安排，各

人一份慢慢来；何苦寂寞，何必热闹，酸甜苦辣好味道；绝不难过，没法快

活，一生一世自己磨。”从中可以看到陈绶祥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趣的是，

他又在旁边题道：“友人命图《岁月图》，予草草而成，三思而口占木兰花慢

辞以题。友人笑评：词佳于画。予曰：一草怎及三思？”让观众在活泼生动

的笔墨之间领略陈绶祥的“老饕”式幽默与“大隐”式禅意。

陈绶祥作品并非表面上风格样式的固化，而是不拘泥于题材与形式，

将自己对生活、对生命的感悟，融于诗书画中，直抒胸臆，从中不仅能够看

出其对传统文化的深度探究，也能看到他对中国画学规律的认知，他的厚

重人格、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生活体验都在绘画中充分地显现出来。中国

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美术观察》杂志社主编牛克诚评价陈绶祥能

够“在我们身边最寻常的事物中，发现生活的真谛，发现生命的绽放”。在

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吕品田看来，陈绶祥有非常强的当代意识和现代

感，“艺术不是锁住某一种风格样式，我们一定要用笔墨这种体现中国人传

统文化认知的艺术语汇，来表达当代人的思想情感。”

陈绶祥的文人画作品，题材包罗万象，趣味十足，令人印象深刻。他的

花鸟画受吴昌硕的影响，文人画受陈师曾的影响。他将理论研究和创作结

合起来，除了美术史的研究以外，还写了不少创作体会的文章。他将新文

人画的创作规律总结出来，为新文人画在当代的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成

为新文人画最重要的思想资源。

陈绶祥：

“大隐”的禅意
李百灵

每次看到吴保国的新创作都有一

种感动，看似相似的画面中总能品味出

不同的意境。变，贯穿于他的创作，但

不变的是艺术家一直以来的心态——

淡然的外表下有着一股对艺术的执着。

与吴保国相识已有近二十载，相识

之初只知他是个活跃的收藏家，爱画、

惜画、藏画，更热心于和艺术家在艺术

上的交流。几十年来，出于对艺术的兴

趣 和 热 爱 ，吴 保 国 一 直 坚 持 艺 术 收

藏。数十年的收藏积累颇丰，尤其退

休赋闲之后，他更是全身心地沉浸在

艺术的海洋。犹记得几年前看到他发

来 的 创 作 ，竟 然 使 我 颇 为 惊 喜 和 惊

讶。他的笔法、色彩和气韵都出乎我

的预料。最打动我的是他的作品传达

出的那种随性之感，少许“经营”，少许

“程式”，多的是“自由”和“自在”，而这

种“自由”和“自在”恰是一个创作者对

“本我”和“真我”的真诚表达。这种怡

然自得的创作状态和生活状态真是让

人羡慕不已，这种被艺术和美浸润的

人生更是令人神往。

“怡然”而后“自得”，当艺术家的全

部人生都被美的艺术所包围，甚至逐渐

交融为一体的时候，他开始了从传播

“美”到生产“美”的尝试。德国诗人西

奥多·克尔纳在《遗稿诗集》中有这样一

句话：“美，是从生命内部射出的光芒。”

在我看来，美更像是一种拥有磁性的

光。当你对某种内在的美产生强烈感

受的时候，说明你找到了属于你或者适

合你的美——这是求“真”的过程。而

当你有足够长的时间接受这种美的洗

礼，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也许会拥有了

生产这种美的追求——这是求“善”的

过程。吴保国或许正是长期被其收藏

的名家精品的美所映照，“生产美”的理

想逐渐渗透到他的生命里，数十年的浸

润，而后开始创作，其作品中能够蕴含

美的韵律也就不足为奇了。

近代美学家朱光潜认为：“美感的

世界纯粹是意象世界。”“意”是意思的

意，“象”是形象的象，吴保国或许正是

试 图 通 过 荷 花 的“ 象 ”表 达 胸 中 之

“意”。在他的“意象”之美中又吸收了

当代审美的特点，荷瓣不见线条细节塑

造，荷叶也没有刻意的勾勒塑形，不重

视具体细节的刻画，而是强调整体造型

和轮廓特征的表现。设色平涂不同的

灰度，大面积流动的笔触，有时候产生

宏大的气势，有时候又绵柔回环。浓墨

中叠加色彩，呈现出理性光影的绘画表

现，时而残叶轻盈，时而光色迷离。这

种情趣化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朱光潜

在《诗论》中的表述：“诗与画同是艺术，

而艺术都是情趣的意象化或意象的情

趣化。徒有情趣不能成诗，徒有意象也

不能成画。情趣与意象相契合融化，诗

从此出，画也从此出。”

纵观吴保国的荷花创作可以发现，

他的作品更注重“意”的表达，这并不是

对于“象”的缺失，而是结合自身的体验

和理解对于荷的生命进行一种更富有

深度的重构。这种深度的重构可以给

意境以更加丰富的表达空间，而大面积

的灰、黄设色，恰恰给予观者以更为宽

阔的想象“留白”。在同一幅作品中，随

着观看时长的推移、角度的变化，可以

品味出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意

境。可以说吴保国赋予了这些“荷”新

的存在意义。

吴保国：“荷”而不同
张子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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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日照征途（国画） 247×145厘米 1973年 杨之光 中国美术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