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杨晓晖 视觉设计∶窦云阳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yxh@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B72014年5月3日 星期六

! ! ! ! !"#$年%月&

日，下午三点，
“探索油画创作
中 的 中 国 精
神———刘文进意
象油画作品展”
将在复兴东路
'''(号上海驰翰
美术馆开幕。此
次展览，将集中
展出艺术大师刘
文进先生于!"""

年艺术转型后的
作品)"余件。本
次展览同为上海
市民文化节的一
个组成部分，将
于%月(日至'!日
期间，免费向公
众开放。
刘文进先生

是辽宁营口人。
早年就读于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后涉足电影艺
术，扩大了艺术视野，提高了艺术修养，增长了
艺术探索的勇气。!"世纪*+年代重返画坛，经过
一段摸索，逆现代、后现代主义艺术潮流而行，
以青春少女形象为创作题材来表达理念，在写
实和表现性油画上均有造诣，并有不少作品问
世。作品引起国内外媒体、评论界及业内的关注
和赞赏。刘文进在创作中御风千里、挥洒自如，
他并不强调画中的景物与客观世界的景物似还
是不似，不强调绘画的造型基本功，也不强调素
描和传统绘画遵循的表现模式，而是强调绘画
应该表现人的内心世界，通过画家心底浮动着
丰富的意象，通过变幻莫测的，似人间似天上
的，似现实又似梦中的，隐约难辨而变幻莫测的
色彩，表现人的超我意识、自我意识和本我意识
的交相互动的循环流动中所展现的如梦似幻
的、似有似无的种种意象，它不是主观任意的幻
象，也不是无迹可循的抽象，而是作者所认识、
所理解、所把握的事物最本真的存在。从写实到
意象，从少女肖像系列到历史题材，刘文进探索
出一条适合表达自己内心感受的艺术语言。他
的油画语言创作不失人物形体内在的结构，是
在掌握了很强写实能力基础上的写意。他的作
品满溢清雅脱俗之美，画艺也更入佳境。

无论是借鉴西方，或是拜祖皈依，在这些有
理想、有思想的创作者的推动下，当代中国美术
界可谓异彩纷呈。在这股大思潮中，刘文进的“意
象油画”及其代表作，无疑是值得关注的作品。

! ! ! !民国初年，在古都南昌诞生了“南昌瓷板
画”，又称肖像画，是江西特有的一种绘画艺术，
南昌瓷板画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精华，又
兼容了中国陶瓷艺术的特点，是绘画艺术和陶
瓷艺术的结合，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和赣文化
的代表，具有浓郁的赣文化特点。在中国绘画史
和国际绘画艺术上有极高的地位和影响。!"",

年，南昌瓷板画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
《毛主席像》是由当代南昌瓷板画旗帜性人

物冯杰大师所创作。衣袂飞扬，伟人英姿飒爽，
巍然立于群峰之巅，画面栩栩如生似是时间凝
结在了瓷板上。常有人赞叹冯杰大师的肖像作
品惟妙惟肖，堪比照片，其实不然，冯杰大师并
不是单纯的摹写，照葫芦画瓢一味追求形似，他
的作品更多表现的是人物的神韵；是艺术家对
创作对象不断的观察、提炼、概括；是扎实艺术
功底融合纯熟瓷绘技巧进行的艺术再创作，正
如白石老人所说“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此瓷画
作品在随轩艺术中心展出（地址：虹古路 &%*号
电话：%$**%%%%）

! ! ! !从工艺美校毕业上了中年的，在上海画坛
出名的国画家不少，洪樑也在其中。这次上海美
术大展洪樑有一幅组合起来的工笔画入选。工
笔画严谨，小幅组合容易琐碎。但洪樑创作起来
很有感觉，这体现了他的创作能力。上海美术大
展也为他们的创新之作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洪樑从工艺美校毕业后，很早就成了职业

画家。曾听人说，该学校出来的毕业生在理论和
实践上都有两手，很能独当一面，是创造型的。
洪樑画的中国画涉足的题材很广，而且各种景
物都拿得下。他年轻时得到名师指点，中国画的
积累过程长，基础打得越是厚，发展起来天地就
宽广了。
洪樑现在画的是工笔画，为了广泛积累，他

还曾画了十年水彩画，以后又画了好些大写意
的中国画，这使他转入工笔画时用笔写意，清健
灵动，整幅画的线条有写意的爽逸。

我们看洪樑的工笔画，水墨晕染与水彩的

色彩融合很见现代味，这也是洪樑的工笔画大
幅作品为什么不是一味靠线描支撑，因为这样
会使作品的形式感单一。这次入选上海美术大
展的工笔画的组合，每小幅中的线条灵性地表
现了各种景致，而整幅画虚实映照，把西画重
整体的感觉用到了传统的工笔画中，去掉了一
些工笔画的过于雕琢的拘谨，增添了色彩衬托
的层次。画中的假石假山是文人画的造姿，见
水墨的雅致灵动，层次显现质感，是水彩与墨
韵的结合。
洪樑记取前辈国画家的教导，深入生活能

促进艺术创作的能力。他在浙江十五年中，常去
山村生活写生。我看过洪樑画的各种山石，花
鸟，都是顾盼生姿，姿态纷呈。现在他带着好些
学生，还创作人物画，没有长期的生活写生是拿
不下这些的。洪樑就是这样有创作能力，作品又
适应现代发展的视觉效果，我以为作为当代国
画家，这是蛮重要的。

! ! ! !蒯惠中的作品《退思园雪霁》，曾在中国
美术家协会主办的“保护世界遗产中国画国
际大奖赛”获得优秀奖。几十年来，惠中刻苦
临摹北宋以来诸多大家的传世名作，南宗山
水宗师董源用他创造的披麻皴表现山峦的神
韵，元四家之一王蒙繁中寓简，密中有疏的韵
致，沈周雄健圆浑，精微古奥的笔调，石涛善
于泼墨，醒目提神的风骨等等，滋润着他的心
手，并由此打下了扎实功底。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是绘画创作的
基本规律。蒯惠中牢记北派山水大师范宽的
名言：“前人之法，未尝不近取诸物，吾与其
师于人者，未若师诸物也，吾与其师诸物者，
未若师诸心”。生长于太湖之畔的蒯惠中在
师承传统的同时，常年外出写生。他不知疲
惫地踏着晨露，面对暮霞，顶着骄阳，身披秋
霞，站在雪浪击岸的浅滩，或登上山峦叠翠
的峰顶，细心观察万顷碧波潮起潮落，波光
粼粼帆影飘动，湖边芦荻跌宕摇曳，云卷云
舒瞬间变化，写下无数写生稿。他以造化为
师，将太湖山水化作胸中丘壑，达到了心与
物的统一。
近十年来，蒯惠中笔墨跟随时代，绘写胸

中丘壑，创作了许多佳作。翻开他的画册，多
数是太湖风情画，这是他擅长的题材。他能够
将碧波涟漪，山峦峰岭，云烟雾气，草树房舍

等等信手拈来，任意裁剪，巧妙组合，营造出
一幅幅太湖山水佳构。他的《江南新绿》，构图
虚实相间，一泓碧水环绕丘壑流向天际，山峦
延绵起伏；勾出山体轮廓后，以披麻皴为主要
皴法写出岩石形态，然后用浓淡不一的线条
墨块写草木，再用淡花青渲染，一派春绿江南
的旖旎景色跃然纸上。《耕读人家》以没骨法
染出远处山峰，与葱翠茂盛的近山形成对比；
满山树木用双勾法，形态生动，富有生机。林
山背水的农舍藏于茂密草木中，引发人们对
耕读人家恬淡，宁静，勤劳生活的遐想。《湖畔
野趣》的几株老树，用笔粗犷，大写意绘写绿
叶，随意放纵，酣畅淋漓。两位村姑正在小舟
上拉网捕鱼，颇具野趣和乐趣。读这些画可以
看出，惠中经过长期刻苦磨练，形成了独特的
审美情趣和笔墨语言，将太湖山水秀美，雅逸
和灵奇刻画得很是到位，因此他的作品在全
国性画展一次次入选获奖，成为顺理成章的
事情。近年来，他多次前往太行山，居庸关等
地写生，创作了《太行清流》《韩台秋我》《白羊
沟》等一批描绘崇山峻岭，峡谷深涧，流云飞
泉的北方山水画，表现其巍峨气势和雄浑质
感，不但拓宽了视野，丰富了表现技法，而且
可以在画江南山水时借鉴，运用，增强山峦的
厚重感，层次感，幽深感，不断实现自我超越，
开拓山水画创作的新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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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海上画坛，江德兴是一位颇有实力
的书画篆刻家。凭着自己的天赋和勤奋，经
过数十年努力，终于开创出了属于自己的天
地。他师从赵冷月、任政、钱茂生学书法，熟
谙各体之旨；又从陈巨来学篆刻，得平和典
雅之趣。所刻印章为海上名家认可和采用，
被钤盖在他们的作品中。绘画师从赵豫、陈
世中先生学山水、花鸟。作品逸放而合法

度，爽利而蕴清雅，墨彩结合，生意宛然。
难能可贵的是，走到这一步的江德

兴，并没有驻足不前。在创作实践中，他努
力把书法、绘画的意趣融入篆刻作品中，把
书法、篆刻那刚中有柔的线条融入绘画作
品，并且不断探索把山水画和花鸟画结合
起来的途径。尤其是最后这一点，更成了他
探索的重点。他的想法，得到了恩师陈世中

先生的鼓励。他告诉德兴：“这条路很难走，
但一旦走通，必定会出现一番新气象。”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末，陈世中、江
德兴师生就开始探索花鸟画与山水画相结
合的途径。陈先生这个时期创作的《山泉清
清》《瑞雪兆丰年》《山花烂漫映清泉》等作
品，就是探索的成果。与此同时，江德兴在
陈先生的启示下，也有一批山水与花鸟结
合的佳作问世，包括《山谷清雅》《溪谷烂
漫》等，都以其视觉新鲜感而受人喜爱。当
年赵冷月老先生在世时，就说江德兴的画
“气格高古，会古通今”，作了很高的评价。

且以《溪谷烂漫》为例。近景高树斜伸
出画，树干用粗阔墨线勾勒，显得厚重雄
伟。上部枝杈穿插，片片红叶点缀其间，浪
漫夺目。树后则溪流迂回，山石嶙峋，汀花
掩映。三数鸣鸟，或飞或停，宛转有声。这幅
画，重造型，重色彩，聚集了大自然有生命
和无生命之物，既写出山水画的气势，又写
出花鸟画的生机，确是两者结合佳作，并且
像陈世中先生所说的那样，出现了一番“新
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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