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这批留学生中‘最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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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苏六载
扎实基础铺垫今成就
作为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不得

不提的大人物，周本义教授虽然毕业于当
时的上海剧专（后为上海戏剧学院），但是
之后的留苏经历却真正为他打下了扎实
的美术功底。由于在剧专学习的是舞台技
术，当时的周本义并没有很好的绘画基
础，来到前苏联列宁格勒（现俄罗斯圣彼
得堡）列宾美术学院后，自觉与同学水平
相差悬殊后，他写信给领事馆申请从头学
起，这一读就是六年。

当时列宾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学习让
周本义明白艺术创作单靠努力还远远不
够。头两年里，他们需要跟着各科最严谨、
最追求极致的老师学习绘画理论、解剖等
课程。周老忆起当时的趣事记忆犹新：“当
时上解剖课，我抽到题目要用俄语说出人
的左臂上 !"条经脉，我当时背不出。而现

在的很多画家根本就不清楚，我还能默
出来。”周老留学期间，最喜欢在当时苏
联各个地方游历写生，汲取灵感，周老
说，“当时那里除了良好的习画环境，只
要是美术学院的学生，还能免费进入剧
场坐在阶梯上观摩话剧等艺术活动，这
对穷学生们简直就是一份莫大的福利。”
在这样良好的氛围中，周本义以及同去
的留苏学生们在不知不觉间开阔了眼
界，充实了各种经验。

三条箴言
伴随创作教学一辈子
周老对油画系的犹太人助教赛加尔

至今难忘，因为他的三句话成为了周老艺
术创作的三条箴言。第一条“不拘一格”，
就是不要按老规矩思考创作，这一条首先
打破了中国学生的通病：非常努力但却只
会死画，单靠细致的模仿却抓不住整体
感。在观察苏联同学后，周老充分领会到

这话的含义。一位因家庭问题经常旷课的
女同学却常得满分，因为她从不花时间刻
画细节，而是抓住瞬间的整体，并加上一
两处细节的亮点。

第二条“不择手段”，是指要想方设
法用各种手段来表现，这一条更多地体
现在周老的舞美设计中。他常为了想出
一个合适的布景四处寻找灵感，以求贴
切和新意。

第三条是“无所不用其极”，意思是要
么不做，要做就要引向极致。这第三条是周
老最重要的信条，也是他的任何创作都有
所体现的一点。看到他近期的油画，几乎每
一幅都是未完成的状态，因为他总会在有
了灵感的时候再去修改一下，或是补上两
笔。每当提起赛加尔时，他反复提到这三句
话是艺术瑰宝，可见这些话对其影响之深。

至今提到自己的油画，周老总会谦虚地
说自己是几个同学中最差的一个，这样一位
举足轻重的人物却如此低调、谦逊，让人不
得不感叹这才是真正的德艺双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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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本义作为一个教师默默无闻一辈子!

他一生几乎没有被采访过!参加画展也只提

供两三张画作!跟他谈画!他总会说自己"很

差#! 但看过他的画作就会明白这完全是大

师的谦逊$ 相反!一些喜欢写写画画的业余

人士!却不客气地自称为"作家%&"画家%$想

来!这些人比大师心中专家的门槛实在差得

多了$

虽然并非所有半路出家的人就一定不

能作出一番成就!但的确有些不懂画的人只

因名人效应就去将一些名人的随意之作捧

上天!实在让人感觉有些无奈$其实!真正的

大师无论在哪个领域!都是胜在坚持不懈的

自我修养!除了最基本的专业基础!在精神&

文化& 专业各个方面都不会有丝毫松懈!淡

泊如周本义反倒是不愿意被挂上什么 "大

师%&"名家% 的名头! 更乐于一心扑在专业

上$不谈积年累月的修养&扎实的专业功底!

又拿什么来作为大师的标准'

———新中国公派青年美术家留苏60周年之际访周本义教授
! 本报记者 黄伟明 实习生 梁依云 摄影 陈炜很多人都知道周本义是

中国戏剧舞台舞美前辈，但也
许并不了解，周老也曾赴苏联
专攻油画。今年已是82岁高
龄的周老仍在教书，当他又将
重心放到了绘画上，我们又一
次看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画家严谨、扎实的美术功底，
是多么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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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本义近影

# 周老创作的油画是自己所熟悉的农耕田地# 周老正在创作中的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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