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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展厅 /

张培础：画身边的人是一种挑战
! 黄伟明

【创 作】
要画就画不一样的感觉
如今，张老师已经退休十多年，画笔却始

终未停过，即便是还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担任
副院长的时候，他也在选择工作的时候以自己
也能作画为前提，他坦言：“我其实就是想画
画，不想‘当官’。”张老师就是爱创作，不是为
出名，也不是为牟利，纯粹是自己喜欢创作，他
说，其实运动也在其中。
一谈到国画，平时话不多的张老师就打开

了话匣子。在画中，擅长人物的国画艺术家很
多，可是他的水墨人物却着实让人印象深刻。
绝大多数国画艺术家更热衷于绘画古代人物，
而他画的是身边的人，有工人、有知识人、有战
士、有大学生，无论是表现题材还是绘画形式
都非常现代，也很现实。当我问及为什么喜欢
画当代人物时，张老师说道：“我以前就喜欢画
现代人物，当兵时也爱创作人物画像，所以画
了我身边许多工友、战友，因为这是我最了解
的人；到了大学当老师，身边都是潮气蓬勃的
大学生，于是又开始观察他们。既然生活在城
市里，那就画身边的人。”应该说这些创作对象
无不关系着张老师的人生经历，可以说他的人
物画与生活紧密相关，他不愿意拘泥于传统的
古代人物题材，或是跟随画农村、少数民族的
风潮，而是将画生活中的人作为一种挑战。张
老师打了个比方说：“城市题材难画，就好比山
水画里山易于水那样，山的全貌易画，而水却
很难。同样是老人，农村里满脸皱纹的沧桑脸
易画，但城市里邻居家的普通老人要画出特征
反而难。”
除了题材，张老的国画还在用色和技巧上

不断研发、创新，因为“墨守成规的和谐无法让
人眼前一亮”。他不会被传统画法的定势拘束，
他独特地使用水粉颜料来丰富水墨的色彩，西
画素描手法中光感的表现原理，他在国画水墨
中照样表现出完美的一面，更重要的是，他不
求将新手法借来就用，而是通过自己的不断摸
索、改进，将厚重的水粉用出透明感、透视感，
用光感减少国画的平面化，用这些新手段、新
技法更自然地表现生活中的人物，而最终全都
化成国画语言来表现出大写意的感觉。

【情 谊】
师生共谱一段“水墨缘”
去年 !"月，张老师和学生们创建的“水墨

缘国画工作室”举办了一场颇具纪念意义的展
出，简单的名称“水墨缘十年”，却展现出绝不简
单的情谊。
如今，“水墨缘”已然形成了一个品牌，而

工作室的成立却是源于十年前的一场师生展。
"##$年 !"月 %日恰逢张老师 &#寿庆，于是
他的学生们想为他策划一场大型的庆生活动，
而一向低调的他不喜欢大张旗鼓，于是最终变
成了师生画展的形式。在为这场展出命名时，
“水墨缘”三个字一出就得到了一致的认可，因
为无论是张老师与他所有学生之间，还是学生
同辈之间，其实都是以水墨为缘，相聚到一起

的。
展后不久，张老师并未在学院留任，为了

有更多时间画画他按时退休了。于是他在一帮
学生们强烈建议下创建了专业工作室，取名为
“水墨缘”。“其实最早他们希望成立‘张培础工
作室’，我不同意。将来学生混出头了，会好意
思退出吗？我建立工作室只是想给他们提供一
个交流群体，因为很多大学生毕业后都会在新
环境里感到孤独，他们可以到这里交流、切磋、
聊天，能开心就好。”他轻描淡写地说着，“有些
‘好苗子’毕业后未必去了能画国画的地方，但
我实在觉得放弃可惜，就把他们叫来，布置‘作
业’，给他们点‘压力’。几次展出以后，他们就
有了进步，也有了归属感。”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汪大伟曾对他说
过：“学校做不到的你们都做到、做好了，所做
的等于是在介绍美院的‘产品’啊！以后美院的
牌子你直接拿出去用好了！”“水墨缘工作室”
成立十年，不注册也不收会费，但却更自由、宽
松，师生退休、离校就业后之间的深厚感情和
凝聚力，就在“水墨缘”中继续传承着。

【七 老】
从不放假的相约星期三
春节前结束的“水墨缘十年”在展出时，七

幅 "'(米高、#'&"米宽的水墨人物像引起了所
有参观者的关注，而当画中人———张培础、王
劼音、丁荣魁、凌启宁、罗步臻、陈谷长、奚阿
兴，分别站到自己画像旁时，大家都被画的神
似给惊呆了。如此难得的画面引得所有人举起
相机“咔嚓”个不停，却反而没人敢上前合照，
做那个多余的“第八人”了。

他们七位是张老师工作室的一个特别团
体———“水墨缘七老”，既是七个人，又都已是
“古来稀”了。这七幅画的创作很有意思，人物
都是张老师来画，他凭着对好友们的了解，抓
住了每个人神韵而作；每幅画的背景则由每个
人将自己最拿手的、具有标志性的特色画上
去。七幅画无不透出“七老”之间的熟稔和亲
近，实际上，他们每周三都会相聚工作室，一起
作画、聊天，将“水墨星期三”活动从 "##)年起
坚持至今，已有八个年头了。张老师向我笑谈
道：“他们几个来得起劲，天天盼着星期三，还
叫着‘不要放假，不要放假’。”我想，无论是朋
友相聚还是画技切磋，这都是“七老”每周一次
最快乐的活动吧！
“七老”中，王劼音、丁荣魁、凌启宁、奚阿

兴都是油画家，而画国画都自称是半路出家
者，因此他们画国画喜欢张贴在墙上、喜欢竖
着画画，颇有中西结合的味道。他们在练习水
墨时，还戏称张老师、罗步臻、陈谷长是“博
导”，而他们是“博士生”。相对的，其实他们反
过来也给张老师他们三个国画行家很多启
发，在谈天说地时，一些观念、想法都在无形
中相互影响，他们每个人都保持着自己的思
维方式，不断借鉴对方，却也不会被牵着走。
或许正是一次次在不同风格之间碰撞中的吸
收和探索，才让“七老”如此热衷“水墨缘星期
三”吧！" 舞蛇者

与张培础老师长久不见，前些天恰好
在微信上收到了他的好友申请，我颇有些
意外，于是向他发了条微信调侃道：“张老师
也玩前卫了？”想不到张老师幽默回复：“老
朽了，总想向年轻人学习学习，玩玩微信也
算与时俱进嘛！”春节前，我借本报书画善会
会员采访之际，在他的工作室见到了他，精
神越发地好，和我握手很有力道，走起路来
轻快得像年轻人一样，而他越活越年轻的秘
诀在之后的聊天中我似乎找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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