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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简介

! ! ! !当代杰出的中国人物绘画大师方增
先，荣获本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方增先先生和他同时代的画家共同开创了
浙派人物画这一当代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
艺术品种。

他的创作手稿、小品草图以及教学笔
记，都为后人研究了解当代中国美术史提
供了重要的个案和鲜活的第一手素材。

方增先如今居住在上海西郊松江区，本
报记者在他获奖后，前往探访了这位老艺术
家。

串起我的诗词就是人生
方增先先生的会客室里，挂着他用草

书书写的苏轼的词《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
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
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
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写
的大意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苏轼步出
庭院，抬头望月，这是一个非常孤寂的夜
晚，月儿似乎也知趣，从稀疏的桐树间透出
清晖，挑遍了寒枝也不肯栖息，甘愿在沙洲
忍受寂寞凄冷，像是挂在枝桠间。

最爱坡公诗词的方增先用这首孤高境
界的词与古人神交，他说，这首词不胜在气
势，而在于描写出了艺术家的孤寂，被压抑
甚至排挤，却能自强、自勉、自我激励，所
以，不要害怕这种艺术上的孤独，经过了一
段时间，守得云开见日出，别人才能够理解
你。

现在退休下来之后修养身体与画画之
外，就是看点书：最喜欢看的是诗词，尤其
是宋词，留下了有 $%多首诗词的研究。有
人说，要给他写传记，方增先道，只要把这些
诗词串联起来，就凝练出他整个的艺术人
生了。

当年顶住压力举办双年展
说起最近红火的当代艺术与双年展，

方增先有发言权。当年，第一届的上海双年
展正是由上海美术馆主办的，方增先时任
美术馆馆长，是上海双年展得以创办的重
要推手之一。

方增先如今也不太外出的，看画展也
少了，他也不画那些当代主义的作品，但他
还是关心年轻人的创作，当年顶住压力，在
上海创办上海双年展，为带着国际视野的
当代艺术新风引入上海，开风气之先，至今
还是方增先自己都比较欣慰的一件“政绩”。

方增先回忆道，当年双年展，他也是
受到了留学生的影响，在创办之前，他考察
了很多当代的艺术品，“虽然有很多作品连
我也搞不清楚。年轻人跟我说，这个问题可
以搞清楚的。我索性想，那就办了再说，也
许举办了以后就会搞清楚。”说完，方增先
哈哈大笑，还是为当年的勇气和魄力给自
己鼓掌。方增先坦言，自己对西方的当代艺
术也不完全明白，完全是拿来主义。他认
为，有的艺术上有道理的，我能够理解，有
的绘画的人躲在形式里做作怪而已，没有
道理的，那就不要理睬它了。

“是不是觉得很怪，我怎么会同意？
&''(年那时，有人也劝我说，担心领导层面
觉得这些艺术品来路和目的搞不清楚，会
怪罪下来。当时办双年展是有风险的。”方
增先说，他当时回答他们，如何看待这个风
险？“当代艺术只是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
更何况我就是个画家，真有怪罪下来，当不
当馆长我也不介意。我当馆长，也是党和国
家信任我，让我担当的；不让我做，我可以回
家画画去。”
“你看，后来不是反响很好不是？现在

一晃已经 &)年了。我不怕年轻人搞现代主

义的东西，唯一担心的，就是他们不能理解
现代的东西，仅仅是表面的抄袭和照搬。”
对于先锋的当代艺术创作，方增先也表达
了自己的担忧。

探索个性化水墨语言!积墨法"

上世纪 )%年代，是中国文化思想界异
常活跃的时期。随着对外窗口的开放，有关
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流派、思潮的各种图书
被翻译介绍进国内，国内艺术家们开始尝
试以各种现代主义的艺术观念、手法进行
创作，寻找自由表达的途径，写实人物画如
何走出自己全新的发展道路，形成既有时
代特点又有自我个性化语言的新面貌，成
为摆在人物画家面前的一个新的挑战。方
增先开始积极地进行着新的尝试，以寻找
水墨人物画现代化的新的可能。
“看黄宾虹先生的画画，跟人家不一样

的，这里一勾，那边一笔，我在想，在勾什么
呢？勾到后来就是积累，是怎么积的，直接
用在人物上面是不行的，要有选择地嫁接。
就像藏族人用的黑袍子，观众看得是黑色
的，但是涂过几次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有一
种厚度，因为厚度才能厚重，做到董其昌所
说的‘画外有意’。我那时候年纪很小，就有
把‘即墨法’嫁接在人物画上的想法了。”

为此，方增先进行了各种实验，他在东
方与西方、历史与现实之间苦苦求索。他既
向西方现代艺术汲取灵感和形式资源，在水
墨人物画中融入西方现代艺术中构成和变
形因素，也对中国民间美术的形式特点做研
究，还回溯历史向传统中国画寻求笔墨形式

与精神内涵上的支持，将文人画的笔墨特
性、审美意趣反复琢磨、研究，融入进自己的
创作。

用积墨法绘制的人物，给人的感觉大
都凝重而沉郁，带有岁月的沧桑和苦涩
味，与传统中国人物画笔墨所传达的文人
式审美情趣和精神气质有很大差异。而从
乡村走出来的画家方增先认为，这恰好可
以表现自己内心一直所关怀和敬重的对
象———那些质朴的农民和牧民们，他们是
生活中的弱势群体同时又是历史和生活
的创造者。积墨法已成为方增先人物画创
作的重要手段之一。《怀素书蕉》、《祝酒
舞》、《梦》、《佛珠》等作品，是为方增先积
墨法初试告捷之作。《大山的回音》、《闲看
行路人》、《家乡板凳龙》等则已是具有典
型性的积墨画法作品，方增先的大胆的艺
术探索，终于令他成为了中国画坛具有广
泛影响的“新浙派人物画”的奠基人和推
动者。

未来打算继续画藏族人
从形象上看，方增先喜欢藏族人的外

形，他觉得很质朴，很能入画。去甘南多了
以后，就是认识了几个朋友，每次去那里写
生，几个朋友准备好吉普车，吃完中饭就进
山，中午开始，聚精会神地创作到天黑。如
今，方增先还是很怀念的那段时光，在高原
上，方增先甚至没什么高原反应。“我至今
还是记得那些个牛毛帐篷，老远就有凶猛
的大狗看到我们，欢叫着奔过来。有熟人就
往里面哇哇大叫，把狗赶走后，藏族朋友出

了帐篷来迎接我。通过当地的熟人的介绍，
我都是到藏族人家里去画画的。”

至今，方增先现在还在画藏族人，都是
依据那时候拍下了很多照片来画。尽管他
那个时候画了一些速写，还是不过瘾。“藏
族的汉子形象太彪悍健美了，感觉在其他
地方找也找不到，而老太太，岁月把故事都
刻在了她们的头上。”
所以，方增先说，以后画画还会继续画

他喜欢的藏族人物。

怎么看得到终身成就奖
此次获得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

奖，方增先自然是非常开怀，要借采访机
会，感谢国家、人民与广大观众对他的肯
定。与很多人不同，方增先在年轻时候的
创作，都与全国美展等大奖项擦肩而过，
他说，可能是运气比较差，其实是与当年
的审美环境有关系。“全国美展我一向名
落孙山，现在很有名的《粒粒皆辛苦》什么
奖也没有得到，《帐篷里的笑声》画家都觉
得很好，也是什么名次也没有。现在回过
头看，可能是当时西方当代主义的潮流进
入了中国，我这种传统的技法被人看成
‘落伍’了。”

有趣的是，方增先现在是全国美展的
评委了。有年轻的画家来问讨教经验，要在
全国美展上得奖有什么窍门，方增先半开
玩笑地回答：“年轻人啊，这个我实在回答
不了，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得到过奖。”

方增先坦言，他认为画画创作根本不
是为了拿奖，画画为了提高品位提高修养，
给你奖项，是国家对你关心和鼓励，开心之
后就是再接再厉了。我给年轻人的建议是，
喜欢就去画，不要关心是不是能够得奖，美
术就是一种自我的追求和品位，脑子里的
画面与意境，创作出来了就值得高兴。”

本报记者 乐梦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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