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俞云阶《高歌猛进——9424高炉整体起吊》布面油画1972年

 邱瑞敏《造
船工人》布面
油画1982年

本报副刊部主编 |第1031期 |

新民网：             13
编辑邮箱：               

    年 月  日 星期六

主编：吴南瑶

本版编辑：王瑜明

视觉设计：戚黎明

  小时读者热线：      读者来信：                

他是徐悲鸿的高徒，也是陈逸飞、魏景山、夏葆元、邱瑞敏、刘耀真
等海派油画名家的恩师。近期，“勇猛精进——俞云阶文献展”正在上海油
画雕塑院展出。俞云阶秉持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用艺术方式帮助我们留下
了难忘的国家记忆、时代记忆，我们以此纪念他，致敬那些曾为新中国的
美术事业负重前行的一代艺术家。 ——编者

俞云阶：他的画中有对国家
人民和生活的深深挚爱

◆李诗文

俞云阶的艺术生涯充满着传奇色彩。他

因过人的禀赋和才华，得到三次破格，分别被

颜文樑、徐悲鸿、马克西莫夫相中，先后获得

苏州美专、中央大学及“马训班”的学习机会，

成为上海地区唯一的系统而深入地学习了来

自西欧学院主义和苏派写实油画技法艺术

家。这也注定了俞云阶与上海的现实主义油

画创作的不解之缘。

写实才能得到认可
高超的写实技巧是进行现实主义油画创

作至为重要的前提。俞云阶很早就在写实方

面崭露头角，1936年，他的素描自画像就入选

全国美展，并获得了二等奖，引起了徐悲鸿的

关注。1937年，在徐悲鸿的关照下错过入学

考试的俞云阶得以借读中央大学，一年后重

新考入。倡导写实油画的徐悲鸿对俞云阶青

眼有加，并为他题写了“勇猛精进”的条幅，这

也成为俞云阶为了艺术百折不挠，愈挫愈奋

的人生信条。

大学毕业后，俞云阶旅居重庆，曾一度失

业，但仍创作不辍。1945年他创作了《嘉陵江

畔》风景组画，反映现实的田园山水，色调单

纯沉稳，造型朴实准确，笔法潇洒爽利多变，

气韵灵动，在写实中寄寓了深厚的情感，并对

中国水墨写意的经验颇多借鉴。这是俞云阶

现实主义之路的发端。1948年，生活困顿回

到家乡的俞云阶，以亲友为模特创作了一幅

老人群像《吾土吾民》寓意长城屹立不倒，同

时创作的《收租》《流民图》等展现了他对于现

实的忧思和深沉人文情怀。

新中国成立后，俞云阶终于迎来了施展

才华的机会。1951年，他的油画《抢修机车》

获得了上海美术展览一等奖。他出众的写实

才能，逐渐得到社会认可，得以参加宣传画创

作，配合国家的文艺宣传，并因此成为上海美

协的专职创作人员。这期间他创作的一系列

反映社会主义新风尚、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

画大量出版发行，走进千家万户。俞云阶以

宣传画创作的方式参与了国家叙事。所以他

把自己的绘画风格定性为：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俞云阶也因油画《小先生——教妈妈识

字》得到马克西莫夫的赏识而破格插班“马训

班”学习。1957年，俞云阶“马训班”两幅毕业

创作《老科学家》《炼铁工人》充满时代气息，

广受好评。经过“马训班”的学习，俞云阶的

绘画风格变得更加简洁概括，造型洗练，色彩

表现明亮雅致，充满活力，俞云阶现实主义创

作的思想更加清晰明确。

几乎所有从事现实主义创作的油画家都

有在宏大叙事的主题性创作领域一试身手的

雄心，因为在传统观念中，那是块绘画能力的

试金石。俞云阶学成归来，正当盛年，准备大

展宏图，却被错划为“右派”。即便如此，俞云

阶依然偷偷创作了《笛声》等一批优秀作品。

《笛声》堪称俞云阶现实主义的代表之作，结

合了传统法兰西学院多层技法和苏联现实主

义直接抒写、块面塑造的技巧，并借鉴具中国

艺术诗意隐喻的表达，表现了身处逆境的苦

闷、对艺术理想不懈追求和对未来的希冀，意

境沉郁，撼人心魄。俞云阶西画学养、水墨经

验以及他苦难的遭遇和远大理想在此作中得

以融合和升华。

艺术才华征服学生
转机在1960年到来，新上海美专成立，填

补了原上海美专外迁撤并后，上海高等美术

教育七年之久的空白，俞云阶得以油画教师

的身份入职“边劳动、边改造”。当时，俞云阶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语言体系已经成熟。这对

于美专的青年学生来说，无疑是非常幸运

的。但不幸的是，此后二十余年里，在各种政

治运动中风声鹤唳的俞云阶失去了参与主流

宏大叙事的创作及展览的机会。好在俞云阶

也因此获得合法画画的权利。尽管课下他还

要接受劳动改造和当权者的训斥，但在课堂

上他是一位严师，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

他和学生一起写生，去工厂、下农村，身体力

行，示范改画，言传身教，毫无保留，卓越的艺

术才华很快征服了学生。1963年俞云阶创作

的《孵》，何尝不是自己的写照？

1965年，上海美专停办，俞云阶和自己的

一批学生转岗到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从事创

作。现实促使俞云阶把自己的主题性创作理

想转嫁给自己的学生。俞云阶家的客厅既是

他创作现场，也是学生心目中的卢浮宫，在那

里接受俞老师的小灶。他为辅导学生创作倾

注了大量的心血，甚至亲自为学生绘制创作

构图稿，手把手带教，正因为这种持之以恒、

不计任何回报的付出，俞云阶赢得了学生真

诚的爱戴。特殊岁月里，夏葆元、陈逸飞不顾

风险整夜待在俞云阶家中陪伴守护老师。除

了美专的学生，俞云阶还间接或直接指导过

许多艺术青年。上世纪70年代，上海美专毕

业的青年油画家陈逸飞、魏景山、夏葆元、邱

瑞敏、刘耀真等在全国性的美术展览和创作

中大放异彩。这固然和上海美专优秀师资：

吴大羽、周碧初、张隆基、孟光等人的教育分

不开，但就现实主义创作而言，俞云阶的作品

以及他的创作技巧与思想体系，在当时的上

海地区是唯一可资直接效法的，作用不可替

代。如果说徐悲鸿为主的第一代留洋大师，

把写实油画技艺系统传承到中国，那么让现

实主义创作落地生根、开枝散叶、结出硕果的

就是俞云阶这一辈艺术家。他们及他们的学

生共同把现实主义辐射到一个区域的美术创

作，并呈星火燎原之势。俞云阶作为青年画

家的导师，引导和推动着上海现实主义油画

创作的崛起，走向辉煌。

重心移至肖像领域
在被边缘化的二十余年间，俞云阶偶有

少量的主题性作品，但重心转移到了肖像领

域。他三画巴金、三画瞿秋白、三画毛主席，

持之不懈地深入探究审视个人和时代的复杂

关系，通过肖像以点及面反映社会现实，展现

了自己的思考和批判。尤其在上世纪70年代

末期，他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变化，创作了

《此时无声——顾圣婴》等反思现实的作品，

无声胜有声，发人深省。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沉冤得雪的俞云阶

油画语言已臻炉火纯青。《日日夜夜》是其这

一时期的代表作，塑造了平凡劳动者一个美

丽而崇高圣洁的女护士形象。画面高度凝

练，着笔不多，近乎平面大块白色调包裹着

小块的深色，节奏明快，有很强的现代感。

大笔塑造爽快利落，充满写意的自由和潇

洒，细节含蓄而丰富，呈现出高调油画特殊

的难以言传的韵致与优雅。在不知不觉间，

俞云阶已将现实主义的油画创作推向了一

个新的高峰。

人生多舛，壮志难酬，使俞云阶能够深刻

地觉察时势变化与生命际遇之间难以捉摸的

应力，并将此化作艺术创作源泉，通过对个

体生命的体察与审思，描绘映射社会现实，

开辟了他自己的现实主义之路。在俞云阶

的很多作品中都有种挥之不去的郁勃之气，

隐而不发，这是他独特的最为深沉的生命体

验。毕其一生，俞云阶“猛志固常在”，展现

了一位杰出艺术家高度的艺术使命感，宽阔

的胸襟，深邃的心灵，以及对国家、人民和生

活的深深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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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逸飞、魏景山《开路先锋》布面油画1971年

▲俞云阶《吾土吾民》布面油画 1948年

▲俞云阶《笛声》布面油画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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