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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期海派工笔画创作
领域，吕吉人无疑是一位有影
响力的艺术家。他的创作之
路，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改
革开放  多年来为艺术家带
来的前所未有的脱颖而出的
创作机遇。今天，《人生八十
万事舒——吕吉人艺术特展》
在刘海粟美术馆开幕，让我们
从他的作品中感受那一代艺术
家立足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
统、不拘一格、放眼世界的艺术
探索。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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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属于自己

的河，它承载着长长的记忆与深深的感

情，随波逐流，走向大海。对客居纽约的

画家吕吉人来说，那条河便是故乡南浔

双林的小河，枫泾古镇的石桥，黄浦江上

的华灯璀璨，纽约哈德逊河的波光粼粼。

像水一样通透的人
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本专门论述

“海派”“京派”比较的书《城市季风——

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风靡一时，书

中叙述中国南北城市人格、生存能力的

迥异。有一章节专门提到了当时在纽

约最为成功的两位华人画家陈逸飞、吕

吉人。他们两人是上海美专的同班同

学，典型的上海人性格。在改革开放、

国门打开的初期，他们是最早奔赴美国

求学，且站稳脚跟，取得成功的案例。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成功的共同点——

都是以画水乡题材而

声名鹊起，蜚声海外。

陈逸飞的油画作品《故

乡的回忆——双桥》作

为国礼赠送国家领导

人，让当时的中国油画

界自信心倍增。同样，

画中国画的吕吉人以

中西技法结合创作的

以哈德逊河畔、纽约大

街、水城威尼斯为背景

的彩墨画震动美国画

坛。1991年《绿色调

威尼斯运河风光》获美

国专业画家联盟优异

奖；1994年《水上有人

家》获美国专业画家联

盟大奖；1995年《秋水图》获美国《艺术

家》杂志优异奖，1997年《凤凰春早》获

美国美术家同盟最高荣誉——金奖，吕

吉人在异国他乡取得成就也大大地鼓

舞了当时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国画界。

杨东平先生写的这本书，开启了地

域文化个性及特质比较的话语空间，将

陈逸飞、吕吉人作为典型是有其道理

的。他们两人都是江南人，都是上海

人，都有水一般的江南性格。上善若

水，水，柔中带刚，能包容万物，也能穿

石破岩。这两个案例证明，像水一样通

透的人，无论走遍天涯，只要心中有河，

脚下都是祖国的江南。

世界的水是相通的
吕吉人的籍贯是江南著名的水

乡——湖州双林，父辈们顺着水路辗转

经过苏州，最后移居到了上海。祖辈的

勤奋打拼，吕家家境逐渐殷实，耕读传

家的家风使得家族非常注重中华传统

文化的教育。所以，吕吉人常回忆起幼

年时期，家里厅堂经常更换画轴，到了

大伏天父亲总要将古籍、古画翻出来

“晒宝”的情景，那是吕家五兄弟最兴奋

的节日。父亲还为他们建立了“五人图

书室”，制作借书卡，让邻居的孩子们也

来借书。此外，父亲还要求他们每天练

字，写日记，还带着他们看京剧昆曲，听

评弹，吕吉人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完成

了最初的艺术启蒙。

1959年，吕吉人入室贺天健先生门

下，先生的课稿亲授，使吕吉人尝到了

中国传统绘画滋养的第一口初乳。两

年后，吕吉人考入上海美专，又得到了

颜文樑、俞云阶、孟光、唐云、俞子才等

大师的指点。在浓厚的苦学氛围下，

吕吉人打下了扎实的中国画、西洋画

基本功。

我初识吕吉人，是上世纪70年代

见到的一张很有名的画《伲囡走的是金

光道》，这幅作品受时代的限制，稍显稚

嫩，但这是吕吉人将中国传统笔墨技巧

和西画的素描结构、色彩光影技法结合

尝试探索的范例。这张画一经问世，立

刻就引起了上海画界的注目。

自此以后，吕吉人一直在中国画传

统技法和西洋画技法的结合，以及中西

艺术观的融合上狠下功夫，并取得了显

著的成绩。在美国求学期间，他的老师

对他拿毛笔宣纸的人体写生感到新奇，

特地将他这种新颖的形式介绍给其他同

学并鼓励他继续深入前行。于是，我们

就看到了一大批吕吉人以哈德逊河、纽

约曼哈顿、中央公园为背景的彩墨画的

创作。受到赞誉的吕吉人的脚步并未因

此而停下来，他又来到文艺复兴的圣地

意大利，水色旖旎的威尼斯正是吕吉人

丹青笔墨施展的好地方。面对有着千年

文明艺术瑰宝的威尼斯河畔，想起万里

之外的江南水乡，吕吉人沉吟了一句非

常有哲思的话：世界的水，都是相通的。

挥之不去的是乡愁
顺风顺水，吕吉人回到了祖国的江

南，回到了苏州平江古街，回到了枫泾古

镇，回到了黄浦江边。此时我们看吕吉人

的画：晨雾湿漉的石拱桥，木纹斑驳的窗

棂，色彩斑斓的倒影，河边浣纱的村姑，桨

声灯影里的黄浦江……吕吉人画得很

细，须细细端详、慢慢品味：翻起一条长

着青苔的石板，只见勾斫、钉头、鬼脸、马

牙、刮铁、豆瓣、斧劈诸皴扑面而来；远眺

江州的树木草丛，分明是董源、范宽、荆

浩、巨然、贺天健大师的人影憧憧。

我问过吕吉人，自上世纪李可染先

生画的江南水乡题材水墨画比较出色

外，为什么以后鲜有好作品出现？他回

答：用心。

是的，“用心”两个字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为此，吕吉人刻了一方“由

心用心”的印章来时时告诫自己。吕吉

人的彩墨画表面光鲜，画起来却很难、

很慢。画画，不是自然的重现，而是心

灵的再现。每作一幅画之前，他都要做

大量的案头准备，找资料，画速写，写构

想，画草图，尤其他这种反复皴擦，层层

勾染的表现手法，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耐

心才能完成。上海画界老前辈谢稚柳

大师和他开玩笑：我要给你的屁股颁发

一枚奖章……

千禧之年，吕吉人应邀为上海国际

会议中心大堂，创作了巨幛彩墨画《浦

江灿烂图》，其间又制作了34米的巨幛

《中华锦绣全图》。2004年应邀为上海

兴国宾馆接见厅创作了巨幅背景画《飞

瀑图》。此时，经过20年改革开放的上

海，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浦江两岸风

光无限。吕吉人由此岸及彼岸，由彼岸

及此岸，一路走来，个人命运与祖国紧

密相连，息息相关，他丰富多彩的画作

印证了风云际会的大好时代。

古谚：跑过三关六码头，难过双林塘

桥头。吕吉人先生如今已步入耄耋之年，

江南水乡，依然是他心头挥之不去的乡

愁，故乡依然是他心中永恒的主题。他的

人文情怀，超越了彼岸和此岸，是河的第

三岸；他的思乡情结，是他艺术生涯中最

为动人的篇章，是写给故乡的一封情书。

为此，我们祝福吕吉人，祝他身体

健康，画出更多的新作，艺术之树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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