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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当“画家”真没想到，退
休了，还当上了“画
家”。我的“大作”，
甚至从画廊走进了
百姓人家。

开始油画第一笔
!""#年，我从上海市计算技

术研究所退休后，即开始装修位
于市郊的新房，准备安安心心、舒
舒服服地在这里颐养天年。
我虽是学理工科的，但从小

喜欢艺术，于是就有了点想法：能
不能让新房有点艺术气息呢———
“弄得像个文人的样子”？要达到
这个目标，自然少不了要布置几
幅画，尤其是我喜欢的油画。
想是这样想，但油画哪里来

呢？去买？上海不少画廊里倒是有
名人油画，艺术品位也高，但那个
价格不是我这号人玩的。地铁站
口也有摆摊的所谓油画，那是绝
对看不上眼的。去宜家超市，见到
几幅油画感到有格调，但都是印
刷品，挂在自家的墙上真有点“附
庸”风雅了。不免左右为难。

一天，去逛了居家附近的莘
松路花鸟市场。有个摊位算是
“画廊”吧，店主自画自卖。看得
出来，虽不是名家，但受过专业
训练。于是和店主攀谈起来，感
到价格、档次和我的要求还匹
配。我家门厅需要的画幅较大，
要高 $ 米、宽 % 米，我问他是否
可以到我家去画。他回答可以，
但要看管店面，只能早晚来画，
需一个星期，#"""元。画布画框
则要我找木工自己解决。
回来想想，也挺麻烦的。又一

转念：既然请人来画，何不自己动
手试一试呢？要说自己动手，也不
是“白手起家”的。我中学时代就
喜欢画画，还得到过美术老师的
好评。大学时期学过机械制图，我
这支笔对线条、图形还是有感觉
的。再说，本来就有退休后学画画
的想法，何不就此开笔？
说干就干，我先去了学生时

代常去的福州路美术用品商店购
买颜料和工具。说实话，毕竟是平
生第一次和油画打交道，在柜台
前看来看去，还真不知该买些什
么。营业员倒很热心，问我要买什
么。为了掩饰窘态，我连忙说：“是
小孙子学油画，请给配一套工具
和材料。”

提着“全套”回家，又让装修
新房的木工做了一个大木框，把
油画布一绷上去，还真有“画室”
的感觉了。

首先临摹的是丁绍光的画。
我很喜欢丁大师的画，他的表现
手法独特，装饰性很强，上海大剧
院大厅都挂过他的画作。我觉得
丁大师的画线条明确，色块清楚，
感到临摹起来更有把握一些。
那天阳光灿烂，坐在客厅的

画布前准备开笔了。不料， 第
一支选什么画笔，颜料又 用
哪种，我竟一时没了主
意———不知从何下手啊！
忽然想到远在东京工作的
儿子，他在名古屋大学建筑
系读书时上过正规的油画
课程。

马上打开电脑，通过
&'()*向儿子呼叫。我问题还
没提完，儿子就给了答案：“用
什么颜色起草问题不大，关键
是开始时用松节油或调色油将
颜料调得薄一点，以后一点点加
厚。一般油画颜料的特点是不透
明的，浅色的可以覆盖深色的，这
与在中学时期用水调颜色情况不
一样”。于是，我在不锈钢调色罐
中倒了点松节油和调色油，挤进
了一点土黄颜料搅拌均匀，开始
了我的油画第一笔。

! ! ! !从此每天上午画，下午也画，虽
说有点累，但倒也乐在其中。半个月
下来，基本上有点像“画”了。老婆看
了也赞扬起来，说：“这么多年了，还
不知道你有这一手。”听话听音，这
不就是说我“有一手”吗？这个评价
太鼓舞人心了，虽然可能有一点“癞
痢头儿子自己的好”的意思。再经过
几天细细修整，我将这张临摹丁绍
光《人权之光》的处女作高高挂到了
墙上。嗨，你可以说水平还不到位，
但毕竟是自己一笔一笔涂出来的，
感觉就是不一样呀！
接下来，一发不可收，我临摹了

不少名家的欧洲风景画。儿子在日
本黄金周时放假回沪，特地向我传
授了在日本上油画课的所得。他还
指着两幅画说：“这两幅就挂在我的
房间里！”这不跟他妈一样，认为我
“这一手”还行吗？

画着画着，胆子渐渐大起来了。
一次，在临摹莫奈的睡莲时竟将花朵
的形状改动了。似乎有点自说自话，
但自己看着开心，于是就挂上了墙。
那天，一位在医院工作的亲戚

来访，看了这幅“改良的莫奈”竟十
分喜欢，于是索去挂在了自家的墙

上。前一阵他碰到我，说：“那天我们
同事谈论莫奈的画，说好贵好贵。我
告诉他们，我家也有一幅！”虽然是
玩笑话，但亲戚认可的态度无疑是
坚决的。
新房装修好了，我们搬了进去，

当然布置了好几幅我和老婆都满意
的“画作”。乔迁之喜，一段时间就忙
着招待亲朋好友来访。真没想到，众
亲友们在一片惊讶、赞许之后，还纷
纷下了“订单”！
老邻居王先生说：“下个月小儿

子结婚，请给他们客厅画一幅欧洲
农村风景画。你的礼金免了。”
大学的徐同学看了那幅日本合

掌村雪景画，要我按她的想法作一
些改动，再画一幅给她。现在，这幅
画和她著名画家哥哥的画及收藏的
名人油画一起挂在了她家的墙上。
我说：“太抬举我了，感到难为情！”
她说：“让我哥看看我们理工科同学
的画，意义不一样！”她还把她哥的
热情点评“全文转播”给我听。
加拿大回来的一位朋友，以“皖

南民居”为题给了我具体尺寸，也下
了订单。说在海外这么多年，看到中
国农村的老房子感到特别亲切。

! ! ! !我的“名声”渐渐鹊起，有朋友
开始认真地给我介绍老师———认
准我是棵好苗子，值得栽培啊。经
新闻界张方夫妇引见，我结识了画
风令我十分喜欢的林加冰教授，开
始了较为正规的学习。

目前在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
科学校教油画的林教授，原在安徽
师范大学任教，曾任安徽油画研究
会副会长。林教授不仅给我这个初
学者作细心指导，还亲临我家对我
的“画作”一一分析：这幅画中这部
分不错，不错在哪里；那部分不行，
为什么不行……林教授还在我家
现场示范，最后，这幅以干花为题
材的示范画还赠送给了我。

!""+年 #月，林教授带学生去
安徽屏山写生，约我同行。我这把年
纪，满头白发，戴着一副金丝边眼
镜，如果在外写生，人家怎么看也像
个大学美术教授啊！可我画的画怎
么能与之匹配呢？因此，每当有围观
者在背后看我写生，我只好不断地
解释：我是退休后画画玩玩的……
怕人家大跌眼镜啊！
当时，林教授的几位安徽师范

大学的学生，也带了一大群大学生
来写生。林教授的学生现在也是系
主任或副教授一级的了，他们相见
格外亲切。在切磋画艺时，林教授
也拿出了我的写生画。这些老师们
一致的点评是：“结构可以，调色不

行。”从此，我在观摩老师们写生
时，就更注意他们的调色技巧。
十天的写生结束了。林教授指

着我最后写生的两幅画说：“你的
进步很大。”后来，在艺术超市上，
率先卖掉的也正是这两幅画。

!""+年底，林教授的大型油
画《人桥》拍出了 #,,万元的高价。
随后，作为浦东证大艺术超超市的
签约画家，他介绍自己学生的作品
进入该超市出售，我也跻身其中。
位于大拇指广场的这个艺术市场
的销售理念是———“让原创艺术进
入千家万户”，故 +"-是新人的低
价艺术品。!"".年底证大艺术超
超市开张，第一个月结账时，我就
卖掉 +幅画。这正应和了我多年的
想法：普通老百姓需要提高生活品
位，需要原创艺术装点生活。
后来，我还和上海美协的几位

老师同去东欧四国采风游览。
在匈牙利国家博物馆，艺术家

们发现了一幅从未发表过的莫奈
的小木船的作品。张培成老师、林
加冰教授及其他几位艺术家们对
这位印象派鼻祖的用色和光线的
处理进行了认真仔细的观察，我有
幸聆听了他们精彩的分析和讨论。
在奥地利国家博物馆，看到鲁

本斯如此之多的巨幅精美人物作
品，林加冰教授对着我轻轻地直
呼：“呆了，呆了。”

! ! ! !在我居住的小区里有一个画
廊，是浙江美院油画系毕业的一
位老油画家开办的，他谦逊地将
其定名为“徐氏画吧”。我常去那
里观赏学习。

去年的一天，老画家约我送
一些画作在他的画吧中展示。半
个月后，有邻居买去我的一幅静
物瓶花。以后，每有朋友或同学来
我家玩耍，我总是喜欢带他们去
画吧逛一圈。的确，小区里能有这
样的小型画廊，让小区具有了艺
术氛围。

我的画似乎还蛮有“商业价
值”，但其实，这些年来，我的画送人
的更多，只要有人喜欢我就送。一
是我的画确实不值几个钱，二是我
在国外呆过几年，看到我国民众的
艺术鉴赏水平和欧洲发达国家有
差距。长期以来，我的脑海里一直
有个挥之不去的想法：让原创画作
进入千家万户。这与证大艺术超超
市的经营理念完全一致。

在意大利，我去过不少普通
百姓的家。我注意到，无论是富裕
家庭还是一般家庭，无论是城市
住宅还是乡村住宅，几乎家家都
有几幅原创画作，尽管档次高低
不一。记得几年前，我们上海不少
居家都是以月历作为装饰的，最
近几年好多了，原创画作已经陆
续进入家庭。我个人送画，力量虽
小，但从我做起，抛砖引玉嘛。细

细算来，这几年我送掉的、卖掉的
油画也有 !""余幅了。每想到这
里，心里就甜滋滋的。赚到几个小
钱不算什么，但人家拿去，不管是
挂在饭店、办公室或家里，毕竟都
是艺术装点，美化了生活。
我的送画，还闹出一段趣事。
一次，班上的同学每人带一只

菜到我家聚会。我怀着对老同学的
特有情感，也带着几分百无禁忌的
自鸣得意，对所有在场的同学说：
“只要喜欢、只要需要，每人都可以
在我这儿选一至两幅画作，我配好
画框后送给你们！”大话一出口，下
手快的同学一下就把几幅“精品”
拿下了。尽管还有一些画放在那
里，可几位同学不中意，他们没有
选到“精品”，很不满意，说：下一轮
聚会时再来拿画/

我知道，他们的眼界高，可一
时间，我哪里赶得出这么多“精品”
呢？无奈，再次聚会时，我只得将放
在小区商铺出售的作品拿回家供
他们挑选。由于粗心，没有及时把
价格标牌撕掉，“#""元”、“+""元”
还粘在上面。我的同学看到不由得
“生气”了，发声音道：“前面的同学
拿画都没掏钱，今天怎么标起价格
来了！”我说：“少啰嗦，快点拿。今
天继续免费赠送，哪一天我‘出名’
了，情况就更不一样了！”于是，他
们赶紧把未来将成名的“大画家”
的画作席卷而去！

! ! ! !我真的希望，每个同学家里都
有一幅我的油画。我也希望，我的
同龄人也像我一样拿起画笔，美化
自己的生活。

我就有这样一位朋友，她
也是退休后拿起画笔的。这
位李老师说得好：“胆子大一
些，手脚放开些。画画不就
是玩点线面，玩色彩吗。画
得不满意，涂掉。满意的，
留下。潇洒轻松玩一回！”
她的画作已连续两年入选
上海市小幅油画展。

今年 ,月，她的一幅
抽象油画作品《韧》，经层
层筛选，成功地进入上海
市庆祝建党 ."周年美术
作品大展。她激动得打电
话向我倾诉喜悦。要知道，
即使知名的专业画家的作

品，要进入这样的美术大展也是不
容易的。我在由衷祝贺她的同时，
感到我们每个新手只要有勇于开
拓的精神，努力学习，认真探索，在
包容性很强的现代文化生活中都
会有机会的。

艺术是需要追求的。认识不少
艺术家后，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教导
我：不要停留在原来的基础上，要变！
前年春节年初一，林老师带我

去他的老师张自申老教授家拜年。
此时，林老师的画风已完全改变，
奔放而流畅的线条贯穿整个画面。
手捧着刚出版的《林加冰 热寂》，
张教授问了句十分有趣而又令人
深思的话：“不回去啦（意即不再画
写实作品了）？”林老师平静地回
答：“不回去了。”

艺无止境。虽然是业余“画
家”，我知道，前面的路还远……

有缘亲近艺术家

抛砖引玉送画忙

艺无止境路还远

亲友纷纷下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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