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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年已八旬的油画家邱瑞敏将其近几年在江苏、安徽等地的写生
作品集合做了一个展览。没有对生活的认识和冲动，就不可能有对艺术的
热情；没有对艺术的热情，就不可能有艺术的生命。或许，这是名画家做
写生展的重要原因。 ——编者

◆左庄伟

展讯

——名画家为何做了一个写生展

我关注一位成功画家的艺术成就，意在

从中找到成功之路径，树立榜样，借以启迪后

来艺术家的艺术创造。艺术家不同于一般

人，有成就的画家都能归因于天赋才能加上

后天的勤奋刻苦，当然时代、社会提供发展创

造的可能性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可以从邱

瑞敏教授人生和艺术创造历程中见得。

青年显露才华
邱瑞敏教授童年就已显露艺术才华，15

岁时考入上海美专中专部、成绩优秀直升本

科油画系，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这所美术专

科学校，汇集了当时上海的一流画家和教授，

他在这里不仅大开艺术眼界，重要的是受到

规范、系统、严谨有序的学院美术教育。

“学院”一词在拉丁语中是“正道”之意，

在学院里传授的技艺都是历史上最伟大艺术

家的艺术创造经验，瑞敏君经过学院的美术

教育和训练，奠定了他坚实的绘画造型基

础。对景写实的能力培养是日后作为创作家

塑造艺术形象的基本功，可以在艺术创作过

程中得心应手地熟练塑造艺术形象。

瑞敏君在油画系的导师都是在上世纪三

四十年代培养起来的，他们在那文化艺术自

由创造的时代形成各自不同的艺术观，主要

分成传统写实和现代表现两大派别。在革命

和建设时代，文艺方向是为社会主义、为人民

服务，因此以俞云阶、张隆基老师为代表的一

批艺术家主张走现实主义艺术道路，师生大

都沿着这条道路进行教和学。而以吴大羽和

周碧初等推崇的现代表现艺术理念和画法在

当时受到了制约。这两种艺术观念在不同时

期，先后深刻地影响着瑞敏君的艺术学习和

后来从事的艺术创作。

在那个时代，大学毕业从业是由校方统

一根据需要分配的，瑞敏君的成绩和表现分

配至当时最好的创作单位上海油画雕塑院，

并担任油画组长、从事专业油画创作，这是所

有学习绘画的年轻人最理想的通往成功的画

家之路。瑞敏君极为珍惜这个创作条件，在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与同仁合作，独立创作多

幅有分量的革命历史画和人物肖像画。他敏

锐地把握不同人物的内在精神气质，他用细

腻的笔触、柔和的色调刻画女性形象，而用粗

犷沉着、稳健肯定的大笔触描绘老人的肤色、

衣着质感，这没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得心应手

的油画语言是很难塑造出来的。

重树艺术风格
邱瑞敏成长发展于新中国，是新中国培

养起来的第一代艺术家，所以邱瑞敏的思想

观念和艺术理念、艺术表现手法都自觉忠诚

于走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用艺术为社会、为人

民服务。但是随着开放的时代发展和现代社

会给人精神带来的各种影响，写实主义艺术

发展到相当的程度，自身的发展也需要随时

代而变革。傅抱石就说过：思想变了，笔墨就

不能不变。单纯的写实主义表现语言已不能

完全适应艺术家内在精神的传达，作为一位

有思想和追求的画家，瑞敏教授深思如何从

固有的传统观念和画理画法中走出来，走向

变革创新发展之路，唯一的方法就是深入生

活。对他来说，生活不仅是社会现实和自然，

更是走出国门深入到西方现代社会生活中诞

生的现代艺术母地：欧洲和美国。他有幸几

度出访美欧学习和考察西方现代艺术的发

生、发展及其理念和方法，此时，他回忆起当

年在上海美专学习时，秉持现代艺术观念的

吴大羽和周碧初老师的教诲，促使他觉醒和

顿悟，必须从传统中走出来、走进现代，寻求

新的理念，对生活和艺术生发出新的认识和

理解，努力创造只属于自己的新的表现语言，

重新建树自己的艺术风格。

中国群体美术教育始于20世纪初时，一

群青年艺术家通过各种途径东渡日本，西赴欧

洲，学习研究西方美术，依自己的美学理想和

艺术观，选择学习西方不同的艺术流派，从古

典艺术到现代艺术几乎全部学来，归国创办美

术教育学校、培养了具有不同观念的美术学

子。在美术教育课程设置中将传统书画与西

画并列、并行、并重，甚至并学，这使学生具有

中西两种艺术理念和画法技能。西方的古典

传统是在“模仿”理论指导下的写实主义道路，

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走进现代，

诞生了表现性的现代艺术，而我们中国的传统

绘画自古以来就是以表现画家的主观思想情

感为追求的表现性艺术，在中国哲学的“天人

合一”观念影响下，行中庸之道。西方由传统

走进现代，如毕加索所言是彻底“决裂”。在中

国，表现性绘画书写的艺术形象如齐白石所概

括的那样：太似则俗，不似欺世，似与不似。从

某种角度上看东方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过

西方现代艺术创造，因此中国画家接受西方现

代主观表现的艺术理念并不困难，只是在选择

题材和使用的画法上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景语皆为情语
瑞敏于20世纪末意识到自己的艺术理念

和艺术创作必须探索从传统走近现代，他很

谨慎，首先是题材的转换，过去以人物画，尤

其以主题性人物画为主的创作转向风景静物

画创作，来探索观念和画法的转变尝试。他

在风景写生过程中充分发挥印象主义对自然

现象的主观感觉，不再追求对象本质特征的

反映，结合中国传统绘画经验在写生对象时

着意于发现对象景物的内在精神气质的想

象，用“看”，抓对象的物质性感觉，用“想”，抓

对象的精神气，运用感觉到的色彩和线的变

化抽象意味美和精神美。所谓“抽象”是用表

现材料的色彩和线条构成的美感和形态塑

造，给予单纯的表象以更多的理解和可能性，

更多的想象空间和更广泛的表达。油画家对

色彩的认识和感觉是很特殊的，绘画中的色

彩是征服眼球的诱惑物，它给予自然以生命，

它在画面上起视觉的音乐效果，所以擅用色

彩的画家是音乐家、诗人。

瑞敏在风景写生中追求一种更加自由的

洒脱放达。将客观的自然物性和画家寄予物

的精神性相结合，借对物的表现传达自己某

种思想情感；在对自然的观察中，将中国传统

的动观寻求对象的精神特征，与西画的静观

取物的形态特征相结合；将对象的缤纷的色

彩与对象物质形态的线相结合；将景物与画

家投入的情感相结合。瑞敏运用沉稳有力的

笔触、浓郁大块的色彩、强烈粗犷的墨线，营

造朦胧有无的画面意境，流露出深重有力的

视觉力量感，借以传达他的理想和思想感

情。他的风景写生创作过程是深入自然，触

景生情。将自然素材升华为表现题材，借景

抒情，将自己的主观思想感情投入所选择的

题材之中，进而使用不同的图式、笔触，色彩、

线条语言塑造画面上不同的艺术形象，借以

传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这里的艺术形象就成

了画家的精神符号，正如清人王国维所言：一

切景语皆情语。景与情为一，这种写生创作

方法是符合我们民族艺术“天人合一”观念

的。在我看来，瑞敏教授的风景写生创作是

中西艺术理念、画理和画法的交融，是从传统

写实主义走向现代表现主义的一次成功的实

践，是中国写实油画传统走近现代的一次成

功的探索。就这个审美感觉，也可见得邱瑞

敏教授从传统开始走近了现代。

我理解真正的现代艺术是不再关注现实

生活中的自然形象，艺术家运用几何图形、线

条、色块任意解构自然，将自己从认知自然中

解放出来，从传统的社会观、自然观、美学观中

解放出来，自由自在地去探索自己所向往的任

何视觉方向、体验或直觉。这种艺术是纯粹的

形式主义，虽无害也无益，它在我们今天的艺

术世界，可以存在，但不提倡。（本文作者为南

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享有中国美术家协

会“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终身荣誉）

从传统走近现代

■皖南民居2021年

■高原民宿2022年

■江南农村（局部）2017年

■圣彼得堡教堂2021年

■夕阳余晖2015年

■村子里的大树之一201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