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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画室!揽天地广阔

吴作人先生说：“什么才是艺术品？一件艺术品
就是它能够表现一个民族、表现一个时代、表现一
个环境。……惟其有这些要素，才可以从一件艺术
品里看到一个民族，看到一个时代，看到一个环
境。”我想这就是吴作人先生所说的“艺为人生”，就
是说艺术创作必须紧贴生活、紧扣时代、反映民族
精神和风貌。

新中国的成立，使国人的精神面貌为之焕然一
新，大江南北百废待兴，基础建设、生产发展到处充满
着生机和活力。作为艺术家的吴作人，没有孤芳自赏，
没有关在画室里闭门造车，而是意气风发地走向社
会、深入生活。如：他来到安徽省霍山县，看到新中国
成立后由我国自行设计具有当时国际领先水平的水
库建设工地后，创作了著名的油画作品《佛子岭水
库》，深入部队军事基地创作了《旅顺口》、《黑石礁》等
作品，赴河北农村来凤创作了《农民画家》，还有《草原
云雨》、《三门峡中流砥柱》、《境泊飞瀑》、《开垦之前》
以及被誉为可以和列宾的《托尔斯泰像》相媲美的人
物油画作品《齐白石》等一大批作品都诞生在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可谓精品迭出。这些作品不但体现了吴
作人先生油画创作水平的新高度，通过绘画语言的转
换调整和丰富，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范的油画之路，
而且让我们看到了吴作人先生积极入世的现实主义
创作态度，看到了他对新中国建设成就的喜悦和崇敬
之情、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他的作品更加激励着人们
为建设美丽家园和富强祖国而攻坚克难、辛勤付出的
热情。

外师造化&做自然'儿子(

但凡能传世的经典艺术作品，应该是富有高度
技术含量的，吴作人先生在关于绘画技能的培养上
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提出艺术创作要“师造化，
夺天工”。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唐代画家张璪所提出

的这一绘画艺术理论，历来为艺术家们所熟知。“师造
化”就是提倡艺术家要善于向自然学习，向生活学习。
绘画要讲法度，这个法度又不能因循守旧、一成不变。
要变化也需有由来，这个“由来”就需从“生活”中来，
从“自然”中来。

吴作人先生说：“师造化，夺天工”关键在一个
“夺”字，唯这一个“夺”，则能摄其魂魄，举简治繁，切
中要的。吴作人先生 !"#$年春季离开重庆，开启了前
赴西北高原的写生旅途，他上青海、赴敦煌，风餐露宿
历时近一年半，一路上除做了大量的速写外，也做了
很多小幅的油画写生。吴先生写生回来后，创作了《戈
壁神水》、《青海之滨》、《藏女负水》、《乌拉》、《甘孜雪
山》等一批风格较前一变的油画作品。这就是师造化
带来的变化，也是一个“夺”字所带来的鲜活灵感。这
段时期的油画作品，一改由于北纬 %&!至 &'!西欧地
区的光照、自然环境所造成的“深沉、忧郁”的色调，而
把画境变得“清明、亮丽”。他有意识地弱化明暗对比
关系，强化了线的表现力，因表达的对象气质不同、欣

赏习惯不同、审美情趣不同、生活环境不同，吴作人先
生在实践中调整了在西欧留学时学到的绘画表现技
法，甚至吸收借鉴了中国画的笔墨表达方式。这些油
画作品已不再是欧洲“弗拉曼画派”式的传统风格作
品，而是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具有中国味的油画作
品，使得油画的中国化得到了体现和尝试。
吴作人先生认为艺术家要做自然的“儿子”，不要

做自然的“孙子”，他人的经验虽然重要，并不如自己
的来得真切，如果只是从他人的经验出发，那就是做
了自然的“孙子”了。

法由我变!造吴越殊风

对于一个已经在油画创作方面卓有建树的艺术
家来说，将其后半生的多半精力付诸中国画的创作
上，这决不是纯粹的兴趣所致。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
化浸润的吴作人，中国画于他而言并不陌生，甚至可
以说非常了解。其祖父吴平畴先生是晚清苏州地区著
名的花鸟画家，少年时期的吴作人即喜欢用祖父留下
来的笔墨纸砚等绘画材料涂涂抹抹，中国画艺术的种
子早就根植其内心深处。有着扎实的造型能力和丰富
的油画创作经验的吴作人，中西绘画的相互观照时常
萦绕在心头。因此，当他来研究创作中国画时，自有与
众不同的视野，尤其与从传统中国画中走出的中国画
家相比，可谓吴越殊风，不仅创作了大量的具有鲜明
个人风格和时代精神风貌的中国画作品，而且拓展了
中国画发展的新空间。

吴作人先生从艺术实践中体会到中国画的笔墨
比油画更具有造型的塑造力和概括力，自此一发不可
收拾，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中国画的创作上。他深谙
“书画同源”的道理，故于书法用功甚勤，取法也高，他
专门请著名篆刻家钱瘦铁先生刻了“五十以后学篆”
一印用以自励。他的书法造诣是远远秀出于当时油画
家同道的，在他与其三姐吴之琦、五哥吴之翰的众多
通信中可见一斑。现摘录片段如下：
奉手翰，欣闻高龄而书兴亦高，极可羡慰。承示近

作，三姊临礼器碑阴最佳妙，绝不类八旬老人之笔。五
哥草书亦放达腾动，喜观两位腕力之劲盛。……狼毫
不能很大，若有羊须者，三寸左右，可写方尺大字，裕
如也。獾毫固佳，但甚贵。……
艺贵存同求异，吴作人先生几乎避开了传统中国

画的路数，他别出心裁地强化了墨色遇水的渗化效果
和笔触在宣纸上的留痕特征，形成具有鲜明个性、带
有雕塑感的独特笔墨语言的吴家样，使得他的中国画
作品更具有时代气息，也丰富了中国画的创作表现样
式。另外，在中国画的创作题材上与前人相比，吴作人
先生也作出了新的突破。诸如为世人所熟知的熊猫、
骆驼、牦牛等题材，都是前人所未触及的，其中就牦牛
的表现方式，吴作人先生在创作时不断提炼调整，几
变其法，时跨一二十年方才定型。

一个时代艺术事业的发展与进步，总是离不开那
个时代标杆性人物的引领。吴作人先生的艺术价值观、
艺术创作态度、艺术创作成就、艺术教育方式服务着那
个时代，引领着那个时代，是当之无愧的时代标杆。他
的艺术思想还有待我们继续进一步作深入挖掘研究，
以便于更好地为今人所用、为今天这个时代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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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我国现代美术承前启
后的艺坛巨匠、杰出的美术教育家吴作
人先生诞辰110周年，近期正于吴作
人艺术馆举办的《此身犹未出苏州———
吴作人与苏州研究展（第一回）》通过
80余件吴作人先生的书画作品、信札
及文献资料、实物等，展现了一位艺术
家热爱家乡的赤子之心。

艺为人生是吴作人先生的一贯主
张，反对空洞抽象的形式主义，倡导充
满艺术家情感的现实主义。作为一名艺
术家，若不爱家乡，又何谈爱祖国爱大
地？在大力倡导“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文艺创作方向的当下，深入剖析吴作人
先生的治艺思想和方法，具有现实意义
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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