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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国际性商业成功的更寥寥无

几。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陈逸

飞成为了首位在西方主流艺术市

场引起关注和收藏热情的中国当

代画家，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时代

宠儿与天之骄子。

之后，陈逸飞开启了“水乡”

系列创作，成为其“江南文化”

系列题材的代表作。20 世纪 80

年代初，江苏周庄仍是一处未被

开发的水乡。陈逸飞在一次偶然

的机会下看到周庄的照片，被其

“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吸引，

随即前往采风。其中最著名的一

幅为《故乡的回忆——双桥》，

创作于1984年，在这幅作品中，

陈逸飞以周庄的世德桥和永安桥

为主题，描绘了极具中式美学特

色的江南古镇风景。

与“水乡”系列并行的是颇

受大众喜爱的“音乐家”系列创

作。这一系列标志着他从宏大叙

事转向对个体的凝视。陈逸飞从

摄影中获得启发，在该系列中大

胆地革新了对边缘线与面部轮廓

的处理方式。其中，《长笛手》

最广为人知。陈逸飞曾评价，《长

笛手》是他旅美时期音乐题材作

品中最喜欢的一幅。此画的构图

简洁，画面深邃，不仅展现了极

致的写实技巧，更蕴含了陈逸飞

重塑音乐时空的尝试。他将古典

主义与对还原视觉现实的热情相

结合，赋予画面独特的神韵。宁

静柔美又略带忧伤的气息，随着

无形的音乐溢出画面，直达永恒。

陈逸飞对人物头部、手部及乐器

的刻画极为精细。手指、长笛与

发丝的光晕相互呼应；大面积黑

色背景则与后两者形成强烈冷暖

对比，凸显人物的高贵气质，并

烘托出演奏现场的氛围。丝质晚

装褶皱上的光影，进一步显露了

画家的写实功底与浪漫情怀。

在“音乐家”系列中，可以

看出陈逸飞逐步形成新的风格和

意韵，极力追求精致和唯美的欧

洲古典主义技巧。这一系列作品

以大面积的深色为背景，构图简

洁，色彩精纯，人物形象高贵而

优雅。陈逸飞对光影的运用精湛，

在古典的基础上兼具当代艺术流

派照相写实主义的特点。

这一时期陈逸飞油画最大特

点，在于画面上弥漫着宁静和平

和，在写实主义中渗透着中国传

统的美感。无论是描绘江南水乡

的风景还是生动传神的女子肖

像，无不体现画家的一种追求：

“运用西方的技巧，赋予作品中

国的精神。”1983 年，哈默画廊的

主人哈默博士在向世人推介陈逸

飞时，撰文指出：“他的画是接近

诗的，因为他只是在指示而非肯

定。”1984 年，美国《艺术新闻》

杂志将陈逸飞定名为“一个浪漫

的写实主义者，作品流露强烈的

怀旧气息，弥漫其中的沉静与静

寂氛围尤其动人”。对此，陈逸飞

的好友、学者余秋雨曾有过这样

的解读：“他的油画轰动美国的时

候，中国还没有真正开放，国际上

对中国的印象还是保守、贫穷、破落、

怪异。但是他展现了中国的另番

画面，那就是不管是风景还是人物，

都美丽、自如、神奇。他被广泛接

受，证明他已经局部地改变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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