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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在纽约 ]
! ! ! !出生在音乐之家的因皮利
亚，是个全能型的艺术天才。他
读小学的时候，班主任就这么
和他打招呼：“这是因皮利亚，
我们年轻的艺术家。”他自己也
毫不讳言，自己的艺术才能与
生俱来。无论如何，年仅六岁，
就能安安静静地画好几个小时
米老鼠的孩子，确实与众不同。
他所有的爱好和工作都和

艺术有关，音乐、摄影、电影
……当然，最后他还是折回了
绘画。那些旁逸斜出的“插曲”
似乎都是玉成其绘画事业的前
奏。旋律给了他丰沛的感受与
激情，摄影让他懂得了光的魔
力，电影为他提供了更多解读
世事的视角。当他受邀前往纽
约，看到那座自己向往已久的
城市，刚过而立之年的因皮利
亚兴奋得如同一个孩童。“我太
喜欢自动扶梯了！坐了一遍又
一遍。”他自己这么回忆道。的
确，这是一个与罗马完全不同
的地方！

[从欣赏到审视 ]
! ! !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罗
马的色彩在天黑后就渐渐隐
去了，而在纽约，绚烂的色彩
因为有人造光源而能持续到
深夜。半个月的美国之行，令
因皮利亚大开眼界，并在 !"#$

年决定去美国发展。在这里，
他开始专心绘画，将之前的艺
术积累归纳成了一种特殊的
视觉语言，用来记录当时的美
国社会，形成了独成一派的
“新装饰”风格。

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几乎
能找到所有阶层的生存状态，
看到一张张即使没有五官，仍
个性鲜明的城市面孔。有酒会
上的华服霓裳，也有街头褪色
的工装；有阳光沙滩上的自由
释放，也有奢侈品橱窗外的无
奈凝望。到八十年代末，因皮利
亚开始尝试为画中人卸去“包
装”———一切修饰如同浮云，属
于人类自身的线条得到强调。
这种转变几乎是人文社会观念
转变的映射，更反映出画家对
城市生态的深思。
因皮利亚所画的是上世纪

末期的美利坚，但我总觉得，任
何城市，在其发展过程中大约
都能在他的画作中找到与自己
契合的断章。 白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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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一小
时”的活动让人
们越来越关注
地球，尤其是城
市的生态。没有
光，一切色彩从
人类眼中淡出。
在一小时的静
默与黑暗中，我
想起了吉安卡
洛 · 因 皮 利
亚——— 一位将
城市面孔用色
块表现得淋漓
尽致的意大利
装饰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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