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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油画雕塑院于近日举行“大师之道——纪念周碧初先生诞辰120周年”
系列活动，对于这位中国油画先驱者的研究，过往多围绕他的人生经历和油画艺
术。中国美术最大的焦点就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和融合，艺术家的个人性、本土
性和世界性如何融合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本刊特邀上海油画雕塑院副院长傅
军，浅析这位前辈油画家对于上海油画发展所作出的不容忽视的贡献。——编者

只因国有山河灿如锦
◆傅 军

▲小三峡（本版图片除照片，均为周碧初绘）

 西湖

20世纪开始，中国美术最大的焦点就是东

西方的交汇和融合，是西方的影响和中国的回

应。油画在本土化，或者说，民族化的过程中，

涌现出两种融合方案，历史的原因，这两种方案

发展出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其一就是将西

方古典写实主义绘画和中国传统绘画结合，构

成了写实主义的绘画倾向，这种绘画倾向侧重

于艺术与政治、与社会、与经济、与文化等现实

关系，对于中国社会的适应性更高，代表人物如

徐悲鸿先生，以及在其影响下的俞云阶等。第

二条路是将西方现代主义绘画与本土绘画进

行结合，形成了现代主义的创作倾向，比如周

碧初、吴大羽等，这种倾向更多的是立足于艺

术自身的发展规律，与中国的写意传统的精

神切合度更高。从学术层面来讲，这两者在

当时可以说旗鼓相当，势均力敌，他们共同缔

造了上世纪30年代上海油画的第一次辉煌。

1926年，周碧初先生考入法国高等美术

学院，他的老师欧内斯特 ·洛朗教授对印象派

有非常大的研究，影响了周碧初艺术选择。

同时，洛朗教授引导他关注本民族的文化传

统。画家凌启宁至今记得周碧初先生在给他

们上课时说过的一句话，“外国老师曾经提醒

我，你们中国学生是拿着金饭碗在讨饭，你们

一定要重视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资源”。

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的国家形象和美

术体制，深深影响了艺术家的创作。艺术家

们用新的观念、新的艺术方式来帮助缔造一

个崭新的国家形象，用艺术的方式，歌颂和再

现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为中国革命所

做出的贡献。周碧初错过了这个阶段，是因

为整个上世纪50年代，在南洋爱国华侨郭美

丞的资助下，他得以潜心在印尼探索自己的

艺术风格和绘画语言，也因此形成了他创作

上的一个高峰时期。1959年周碧初先生回

国后，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他不批判印

象主义，也不强调契斯恰科夫素描体系，更关

注的是色彩造型、形式技巧等方面的问题。

他没有统一的教学法，因材施教，教学上明显

有别于苏派，只是在当时的氛围中，很多学生

无法真正地理解。

1949年—1979年，新中国的文艺政策不是

从来没变，中间其实有起伏，比如1956年提倡

“百花齐放”，所以在上世纪60年代，周碧初迎

来了他创作的另一个高峰。他曾改了苏轼的

名言，出新意于变法之中，表明了他锐意创新，

不落俗套的决心和信心。到上世纪80年代，晚

年的周碧初尤其关注现代转型，他超越了对物

象实体的描绘，走向了对真实感受的精神表达。

中国油画发展两条路径之间有矛盾与冲

突，更有关联与互动，尤其在上海，之前美术

史的书写和评析有些流于简单化和绝对化，

事实上，两条路径之间很多的共性是过往美

术史研究中常常被忽视的。上海油画的学术

渊源和历史经验具有别地没有的丰富性和多

样性，比如周碧初先生曾说，“写生的本质是

要重客观，细观察，深描绘，这是一切的一

切”，这种对写生的重视与强调，让写实主义

避免了刻板与教条；再比如印象派的外光效

果和色彩语言的丰富性给了中国写实主义油

画很多技法方面的启发。

周碧初先生曾经说西方印象派借鉴东方

的艺术，但仍然是西方的艺术流派；而东方借鉴

印象派也不能成为他们的翻版，必须立足于中

国，发展民族的中国艺术。正因为有像周碧初

先生这样的艺术家的存在，让上海最终成为现

代主义在中国没有中断的城市；而上海现代油

画深厚的历史底蕴，也使得现代主义在改革开

放之后率先在上海崛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

们应该思考怎样来开展主题性创作？其实，主

题性创作的艺术性会随着时间而变得越来越

重要，而这或许也是周碧初先生作为一位始终

坚持独立思考，顽强保持主体意识的艺术家留

给我们的一些线索和思考。

外公周碧初在我心中的形象，随着岁月，

随着我对他了解的深入，如同一幅油画，在不

断叠加中，变得渐渐清晰、厚重。

少年时代，我给他的标签有两个，一是严厉

的长者，二是和蔼的长者。严厉是什么？他对小

孩子的品质要求非常高。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

话是：“人的品格比你取得的成绩更加重要，人要

淡化对物质追求的欲望，要去寻找内心境界的满

足。”那个时候我还听不太懂，但随年龄的增长，阅

历的累积，我对他的教诲体验越来越深，真正参

悟对内心境界的追求才是人生的目标。

外公有两大爱好，一是种花。当时他在新

闸路的房子有一个很大

的露台，上面种了许多

花花草草，经常让我们

去修枝，给我们介绍品

种，他说，不同时段观察

花的形态是不一样的，

还会告诉我们怎么欣赏

绿叶与鲜花的关系。二

是喝茶喝咖啡。他是福

建人，方言中的“吃”说

成“搭”，每次泡完咖啡

他会说，“来搭一口”，我

们就赶紧跑过去和他一

起喝，那种感觉非常亲

切。除此之外，我小时

候有段时间对美术史感

兴趣，他就从壁橱里拿

出一大堆法国教材，开

始很认真地和我讲莫

奈、塞尚、梵高、高更，讲

得非常认真。

近十年前，我开始

参与对他文献的整理，

大量阅读了他留下的书信、照片等。那时候外公

的形象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偶像般的存在。

现在，我们经常会说“大师之道”。什么是

大师，什么又是道？“学无常师，有容乃大。”首先

是“大”，在他留下的大量照片中，我们看到他在

塞纳河畔和同学的留影；在卢浮宫内临摹，在印

尼田间、乡间、古塔、灵庙写生；在祖国的大好河

山寻访人文古迹；还有和他的挚友唐云，在家里

聚会，挥毫泼墨，直抒胸臆，一起做饭，享受美

食。外公从生活周遭的各个方面，汲取着对他

绘画有营养的成分，“先观察，交流，进而去实

践”成了他探索灵感的方式。

他具有非常大的包容心，正是这种包容心，

在他晚年特别是绘画生涯的后期，对他的油画民

族化产生很大影响。但他的尝试是基于观察和对

油画规则的理解，进而产生升华和创新。外公周

碧初所著的《西画概论》里，有一段关于云彩的描

写，我借此引用：“云是浮动易变化的，花纹极多，

且远近各异，颜色复杂，若不是有经验的画家，难

能画得好和透彻，初始练习的时候，应该从简单

的部分开始，然后渐进至复杂的部分，在不同的

时空总是呈现出不同的色调和色彩，朝雾灰蓝色

居多，晚霞是红紫色居多，画云需要注意全部的

色调。”我想这段话可以解释他非常注重基本功

的练习，创新并非天马行空而要基于基本功。

他基于观察，尊重前人的实践，进而以一种

开放的心态进行创新的思考方式，对我们后代的

影响非常大。留给我的感悟是做人要拥有足够大

的胸襟，且保持一颗生生不息、勇于创新的初心。

关于艺术之道，外公笔记里有几句话对我

影响很深，我摘录了下来，希望和大家共勉：

“我认为油画绘画的技法是一种表现方式，

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下，应该赋予独特的精神和灵

魂的表现，也就是所谓的民族情感和气韵灵气。”

“画作的灵魂关键在于背后的思考，即所谓

的品，品高则韵在，也就是内秀方可外美。”

“真实是表达闪亮和美好的基础，再好的愿

望也需要真实作为表达的基础。”

“中国文化的表达习惯是一种暗示，朦胧之

美后的想象，通过形状色彩变换被体现出背后

的精神和韵味，也是观众基于自身经验上的一

种领悟。”

像他这般德艺双馨，深孚众望的品质；虚怀

若谷，海纳百川的胸怀；知行合一，勇于探索的

精神，对我们现在的生活依然颇具启示。

（本文作者为周碧初外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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