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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纯先生 1929年生于湖南湘乡。早年进入苏州
美专学习，师从颜文樑。先后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
和创作员、北京艺术师范学院教员、中央美术学院教
授，为20世纪中国美术做出了重要贡献。

罗尔纯先生投身于油画创作半个世纪，其油画具
有强烈的表现主义风格，他将自然与对生活的无限热
爱转化为火焰般的笔触和灿烂明亮的色彩，在当代中
国油画界独树一帜。其水墨画受李苦禅、吴作人影
响，又与油画风格一脉相承，传统的水墨在他笔下焕
发出独特的个性与韵味。

中国美术馆 4 月 25 日起推出“大美至朴”罗尔纯
艺术展，完整呈现罗尔纯先生多年来所创作的油画、
水墨画作品近300件，是其艺术生涯的一次集中回顾。
展览通过何处不乡土、知其正得其变、生命回响、蕴
藉传统4部分，诠释罗尔纯先生大美至朴的色彩激情与
意味隽永的艺术人生。

站在徐冬冬的抽象画《四季》前，我久久无语。
说实话，我没看懂。

或者说，没有读懂。
徐冬冬说，画，是需要读的。认真读，用心读。慢慢地，你

读懂了，就进去了。进去了，你就会感动。感动了，画家就成功
了。

这是四幅中国画，确切地说，四幅用中国宣纸“画”成的抽象
画：春、夏、秋、冬，取名《四季》。徐冬冬的画，乍一看，与传统

中国绘画并无二致，材质都是宣纸，用的都是毛笔，颜料都是水溶。
不同的是，他要先将宣纸用手反复搓揉，现出许多纹路折皱，这才手

执毛笔，向着这一方宣纸狠狠地戳将下去，勾、勒、点、染、皴、
擦、抹、涂……尽情宣泄，肆意挥洒！

趁着水分尚存，画面朦胧之际，他操起毛笔，再来第二遍、第三遍
……直至第十一、十二遍！一幅画，几乎要画一整天，有的巨制，甚至

要画数十天。
数十天内，不再出门！

如此饱蘸激情和颜料“画”
出来的作品，第一眼看去就会被

深深打动！好家伙，画面竟如此新
鲜、如此怪异、如此夺人眼球！

打动归打动，毕竟，我没看懂。
于是有了以下对话：

詹：徐老师，这幅画到底是什么
意思？它告诉了我们什么？

徐：对不起，我没法告诉你。
如果我能告诉你，你一眼就看懂
了，这还能叫做抽象画吗？

詹：难道抽象画就不告诉人们
一些什么，不希望让人们看懂吗？

徐：当然不是。它是要告诉人们一些什么，但抽象画的欣赏与理解，
与一般绘画完全两码事。

詹：有何不同？
徐：中外绘画，大体可分三类，一，意象画。也叫具象画。画什么

像什么。二，印象画。依凭画家脑海中的印象，用色块和光线把这些
印象在画布上呈现出来。三，抽象画。没有具体形象，一眼看不出是
什么物件，但是，在画面的背后，隐藏着许许多多东西。

詹：隐藏着许多东西？不也是具象的吗？
徐：当然不是。这许许多多的东西，是抽象的、精神的，而不是具

象的、物质的。所以，欣赏抽象画，需要想象力。你得调动你的记忆，
发挥想象力，“看”到越多，“悟”到越是丰富，这画就越是成功。

詹：也就是说，面对同一幅画，不同的人会“看”到不同的东
西？

徐：对了，这正是抽象画的魅力所在！一百个人看同一幅
画，可以看出一百种不同的内容，产生一百种不同的感慨！

詹：唔，我似乎有些明白了。虽然此画你命名为《四季》，
但只是你的感觉。或许，我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东西，将它取名
为《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不也可以吗？

徐：当然可以！看来，你开始入门了？
谈话至此，回到《四季》，看看我们到底能“看”到

些什么吧。
《四季》，由 4 幅绘画组成。4 幅画色彩基调不同，

画面的色块、线条等基本元素也大不相同。但仔细观
察你会发现，每一幅画，仿佛都是乘坐飞机在高空对

着地面的航拍摄影，隐约间可以看到山脉、水流、草地、湖
泊、滩涂、乱石、森林、沙漠……而且，越看越真，越看越像！但是，
只要你的视线稍一离远，这些景物又全都消失了，模糊了，变成一
片片、一块块、一簇簇异常奇妙的色彩融和！

细品《四季》，越品越有味道，越看越觉得难以看透！我有些
激动起来！为什么激动？我说不出来。但就是激动，仿佛撩拨了心
中那根久久未曾触动过的心弦，又仿佛唤起了儿时某种微酸微甜的
回忆！

越是欣赏徐冬冬的抽象画，越是对作者产生浓厚兴趣。信手翻开
桌上一份杂志，上有其经历介绍：

徐冬冬，字苦藤，生于 1959年北京一书香门第，是一位颇具天分
的画家，1986年，年方27岁的他出版了《徐冬冬诗画集》，时任中国美
术馆馆长刘开渠撰文称赞他是一个“有鲜明特点和具有艺术才能的画
家。”

1987 年，中国美术馆在主
大厅为徐冬冬主办了个人作品展
并收藏其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历
史上，徐冬冬当属最为年轻的举办
个展的画家。

1990 年，由文化部和中国美术
家协会联合举办了《徐冬冬足迹——
十省市巡回画展》。

2001 年，联合国主办的“中国画
家徐冬冬回顾展”在联合国驻欧洲总
部举行，一幅 《听闻残雪话春曲》
被联合国永久收藏，徐成了第一个
由联合国主办个人画展并收藏其作
品的中国画家。

……
然而，到了2003年，徐冬冬却悄没声儿地从公众眼中消失了，一消失

就是10年！
他，几乎被人们遗忘。
——你为什么你要归隐田园，从公众眼中消失呢？
——这个嘛！说来很复杂，其实也简单。有所不为，方能有所为

嘛。十多年前，当我志得意满、功成名就的时候，我反而苦闷了，我
曾问过自己，徐冬冬，难道你这一生就这样在前人的道路上亦步亦趋
地走下去，直至把自己复制成又一个石涛、一个八大，或者一个什么
什么有名的画家吗？即使复制了，有名了，难道你就成功了吗？难道
这就是你需要的人生吗？

肯定不是！我想，我必须从前人的脚印里拔出来，创造一个全新
的自己，我应该也必须做一个中国绘画界从未有过的画家！

在意象画、印象画技法和作品已经几乎达到极致的当时，显
然，只有从几近空白的中国抽象画中杀出一条血路！

于是，闭门谢客，归隐山林。这一归隐，就是10年。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于是，有了 《四季》，有了

《围与不围》，有了《距离二十三》等一批比较成熟的作品。
你认为你成功了吗？我问徐冬冬。
成功恐怕还谈不上。但是，我已经看到了远方的一抹曙

光。
徐冬冬有些羞涩地笑着，看上去，他是那样年轻。虽

然他已五十有六，年近花甲。
这条路我是走定了！徐冬冬说，我还可以再探索 10到

15年，至少。

中国全国美术作品展获奖作品国际巡展日前
在新西兰奥克兰拉开帷幕，展出 65 幅精选的获奖
作品。

这次巡展展出的65幅作品选自第十二届全国美术
作品展中获奖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在继承传统与艺
术创新中，具有人文思想内涵和较完美的艺术表现
力，在造型、构图和创意上推陈出新。巡展作品涵盖
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水粉画、综合材料绘
画、艺术设计、动漫等诸多美术品类，从形式到题材
都反映出中国当代美术家独特的审美视角、鲜明的艺
术个性和丰富的美术语言，彰显了开放的文化视野和
艺术探索的勇气。

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吴长江说，中国美协
的对外交流始终致力于把代表当代中国美术的整体面

貌、主流形态和国家形象的美术精品呈现在世界面
前，让外国观众看到更全面、更真实、更富有时代精
神和生活气息的中国。

新西兰艺术、文化和遗产部长玛吉·巴里在贺信
中说，艺术可以讲述一个国家的文化历史和背景，文
化交流和相互了解是两国关系长期健康发展的核心部
分，这次画展为新西兰民众提供一个了解中国艺术的
机会，了解今日中国的发展和历史变迁。

全国美术作品展每 5年一届，是中国连续举办时
间最长、水平最高的国家级文化活动之一。依照惯
例，全国美展获奖作品会举行国际巡展。新西兰是这
次全国美展获奖作品国际巡展首站，也是这一巡展首
次踏上大洋洲，稍后巡展还将前往白俄罗斯、美国和
意大利等国。

日前，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文明的互动
与交融———东西方当代陶艺展”在中国美术馆举
行。参展的陶艺家有美国阿佛雷德大学教授、国际
陶艺原副主席温·海格比，国际陶艺协会主席雅克·
考夫曼，日本京都大学造型系教授清水六兵卫八
代，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院院长朱乐耕教授。

4位参展人均是具有代表性的、兼容东西方文化
特点的当代陶艺家，他们的作品将陶瓷艺术从博古
架和室内陈设中解放出来，走向更大的建筑空间、
公共环境空间，具有浓厚的时代特点，既体现了东
西方文明互动与交融的特点，同时也引领人们体会
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所给予现代艺术发展的
丰富源泉。

陶瓷艺术是当代世界艺术的重镇，对当代人的
生活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此次活动策展人方李莉
女士介绍，在高科技、互联网、城市化迅速发展的
今天，人类社会正在面临巨大的转折，包括城市的
功能和意义，也在迅速改变。在工业化时代，城市
往往是工业中心，生产中心，但在后工业社会中，
城市将成为消费中心、文化中心。因此今后的公共
艺术将会成为城市人文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方李莉说，泥土是人类最富生命感的艺术材质，
陶艺的形成一半是人工一半是火工，是东方哲学中天
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因此陶艺或许成为构成现代城市
景观的最重要的、最人性化的艺术表现之一。

提到关良，首先想到的无疑是他的戏曲人物
绘画。日前，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美术家协
会、中华艺术宫、上海中国画院、北京画院共同
主办的“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列”之“高妙传
神——关良绘画艺术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
行。

展览聚集了关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戏剧人
物绘画的早期探索之作，五六十年代趋于个性化
的风格之作，以及七八十年代笔墨老到的成熟之
作，并征借到关良艺术中较少呈现的风景、静
物、写生，以及革命样板戏等题材作品，系统地
呈现了关良艺术的渐进之路。

关良喜爱戏曲，小时候就爱到“两广会馆”
看京剧。他喜用秃笔，笔法朴实，笔下的众生往

往夸张、变形，不少人觉得他的画难看、技法简
单、想法另类。实际上，虽然这些作品看似有着
儿童画般的稚拙，但细细品味，却有一种“大智
如愚”的韵味。

1917年，关良随兄东渡日本，先后入川端研
究所师从画家藤岛武二，转入“太平洋画会”师
从中村不折先生学习素描和油画，尤喜爱凡·高
和高更的绘画风格。从日本回国后，关良在中国
画的创作上注入了西画的理念。

关良是20世纪引领近代水墨戏曲人物画高峰
的大家，一生创作丰厚，有舞台速写、油画、水
墨画等。他的水墨戏曲人物画将中西方技法相融
合，撷取戏曲人物为创作母题，造型夸张生动，
笔墨精炼古拙，在画坛独树一帜。

走进徐冬冬的抽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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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白衣裙的女孩 罗尔纯

新疆之春 罗尔纯

东西方陶艺对话

展文明的交融
赖 睿

东西方陶艺对话

展文明的交融
赖 睿

于有形与无形之间 雅克·考夫曼

新西兰当地观众欣赏展览

全国美展获奖作品走进新西兰
张 雪

全国美展获奖作品走进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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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妙藏拙 意贯中西
——关良艺术渐进之路

艺 文

戏剧人物之四 （国画） 关 良戏剧人物之四 （国画） 关 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