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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长三角一带是油画最早引入中华之地。那水乡的倒影、水
乡的诗性最早进入中国油画艺者的视野。如今近百年过去，油
画的创造已成波澜，正如中国油画学会主席、中国美术学院院
长许江所言，“那么，那种让生动的现象世界点亮内省自觉的
我心的创造可有端倪？”

江南是一种文化精神

经过全国公开征集作品近 !"""幅，并由中国油画学会组
织国内专家开展两轮初选和终评，本次大展共评选出 #!$件
入选作品，其中包括 #%件颜文樑艺术奖获奖作品和 &%件颜
文樑优秀奖获奖作品。此外，主办方特邀詹建俊、靳尚谊、许
江、全山石、钟涵、闻立鹏、张祖英等 $%余位国内知名油画大
家的作品参加展览，为两代油画家提供了对话与交流的平台。

将“江南如画”定为征稿的命题，显然寄托了主办方意欲
对江南文化与中国精神之间深刻联系的张扬。在这个命题中，
江南已不仅仅是自然地理环境中的江南，而是审美中的文化
江南。

往上追溯，江南的魅力始于远古。自 &%世纪 '%年代以
来，一次次的考古发现将江南多姿多彩的史前文化呈现于世。
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和良渚文化等的发掘
和展示，不能不让人确信，远在距今 '%%%—(%%%年前，长江中
下游就有了极其灿烂而又发达的文化，令世人耳目一新。江南
先人们的创造使得长江成为了文化意义上另一条母亲河。中
华民族为黄河文明自豪的同时，还有毫不逊色的长江文明。

一方面，江南丰沛的自然资源为我们提供了绘画艺术所
必需的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另一方面，江南人品行中的不偏
不倚、不温不火的“糯性”，以及追求如白脂玉般“温润”的君子
气质，恰恰应和着儒家的“君子如玉”伦理准则。传统书画方
面，江南美景不仅入画，也孕育了许多本地的名家。无论是元
四家、浙派、吴门画派，还是“扬州八怪”，都在美术史上成了极
令人瞩目的流派。

近代以降，江南与油画又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中国最早的
私立美术学校———上海美术图画院，#)#&年创立于上海，颜文
樑创办的苏州私立美术学校诞生于 #)&&年，#)&*年中国久负
盛名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建立在杭州，徐悲鸿任美术系系主
任的中央大学设在南京。从如此密集的美术教育布局，可以印
证中国的油画艺术与江南的近代史是紧密相连的。

文化的因子总是暗藏于某种“集体无意识”之中，由于江
南文化的内核更多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宋元以后的
文化特征，当画家拿起属于泊来品的油画棒来面对“江南”这
个命题时，自然就不能简单地沿用西方的油画艺术的语言。
“作为江南画家，题材实际上不是最重要的，在表现江南

这个题材时，实是在体验江南文化，并且能否深刻地体现艺术
家的个性追求。在一种以东方精神意念为主导的艺术追求当
中，我们回归到艺术最本质的存在，那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
并且直指人心。”著名美术评论家尚辉指出。

沧浪园林中的中国油画语言之道

江南之美在水，在雾，在水墨一般的暮霭中，岸上和水中
一样疏朗而静谧的镜像。从绘画语言上来说，江南似乎更适合
用中国画水墨意蕴来加以表现。如何以欧洲血统的“油画味”
来激活中国画家内在的“江南”基因？

颜文樑艺术奖获奖艺术家之一刘玉龙笑言自己原本擅长
的是“主题创作”，前一次获奖作品是《沸腾的船厂》，表现的是
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火热景象。摒弃惯用的大开大阖的绘画
语言，画家寻找着自己心中的江南。
“有一次到周庄去，有一丝丝雨从天上飘下来，白日的喧

嚣退尽，周围的灯火、建筑和仅有的小桥流水的声音让夜晚显
得特别宁静。那个时候的周庄让我感受特别深。”刘玉龙说。

事实上，早在 +)*,年，画家陈逸飞即以周庄双桥为素材，
创作了一系列以《故乡的回忆》为母题的油画，那些描绘了姑
苏的小桥流水以及江南的田园风光的作品，“将油画和中国传

统水墨画手法相结合”，在美国展出时，引起了轰动。与前辈画
家不同，刘玉龙用了彻头彻尾浓郁的暗调来表现周庄，“这一
定是和那样一个夜晚，周庄留给我的印象有极大的关系。在我
画的过程中，我回想到当时自己站在桥边时的心情：一种沉
静，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孤独。我觉得那种感觉，或许是
现在中国青年，或者说我们这些绘画的人，在一个激昂而又浮
躁的时代，时不时应有的一种心态。”刘玉龙说。

不论是 +)*,，还是 &"+'，毫无疑问，周庄始终被作为一种
江南本地的典型的符号被画家关注着，这个符号一方面代表
了江南水乡的历史，更多的也表达出一种文化的延续。以前，
我们在林风眠、吴冠中、苏天赐等前辈作品中感觉着江南基因
的融汇，并印证着江南不仅很入画，而且也很入油画。然而，所
有外在的、客观的表象对于画家而言只是某种素材，通过怎样
的视觉图式和艺术语言，传达出作者内心的审美感悟，才是画
家永久的命题。

)"后的陈彦百凭借自己的作品《三十分之一的秒的进退》
成为了最年轻的获奖画家。有意思的是，他的家乡并非江南，
而是哈尔滨，最北的一个省会城市，粗犷而充满了工业化气
质。古城苏州细腻而精致，成为了这个北方小伙灵感的源泉。
在苏州的日子，他体会着小桥流水人家，截然不同于北方的城
市布局和街道，并将这座被并置与古典与现代的交汇点上的
城市带给自己的撞击融入了创作。在 ,-(米宽，&米高的画布
上，他以很多超现实主义意味的细节设置表现了一个非常琐
碎、平常的生活场景，尽管图像和真实的图像并不能完全契
合，但画面所呈现的状态和真实生活中人们挤地铁或者挤公
交时呈现的气场又是符合的。)%后画家以此表达了这一代人
看待现实，看待生活的态度。
“‘江南如画’油画展就是要把中国的油画邀约到江南

园林的环抱中，从这里近距离地去回返和激活中国油画的
根源性因素。要让这园林的精神进入到绘画中来，移步易
景，巧于因借，简约宏美，逐步建构中国油画的语言之道。”
许江说。
艺术创作永远是自然、经典、媒介和心灵对话的结果。如

果我们正视艺术对心灵和自然的塑形作用，就能理性地思
考艺术与自然、艺术与文化、艺术与民族精神、艺术与世界
精神等问题。相信这样的考量能有助于对艺术语言和创作
论的研究，促进中国油画的发展，或者这即是“江南如画”展
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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