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近百年中国油画的发展状
况来看，在形式和风格上，大致涵
盖了西方数百年的艺术样态，然
而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油画的水
平与人们对它的期待，还有相当
大的差距。特别是通过精湛的技
艺，表达民族文化精神和时代风
貌等方面，我们的油画还远没有
达到成熟阶段。

今天，在现代艺术大潮弥漫
正酣的画界，当我们回顾上一个
世纪的油画创作历程时，不由得
产生这样的疑问——没有西方悠
久传统的油画根基的中国现代油
画艺术，会不会先天不足？因此，
一些有识之士站在时代潮头，逆
向溯源，尽管他们的作品还没有
达到西方古典艺术的高度，然而
已经放射出古典精神的光芒。继
而有不少负笈留洋学艺的先驱和
50 至 60 年代在画坛崛起了一批
杰出的油画家，进入改革开放新
时期以来，中国又涌现出一批用
具象写实语言进行创作并取得成
就的油画家。陈承齐就是其中
一位。

走进陈承齐的绘画天地，仿
佛走进了太行山脉，一幅幅大型
油画作品，基本上都与雄伟壮丽
的太行山有关。他根据发生在太
行山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风土
人情，用古典写实的手法，把那些
或波澜壮阔、动人心魄的，或平凡
而值得纪念的事件，凝聚在他的
画作中，再现出一个个真实生动
的场景，使观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陈承齐的艺术创作一直是在
现实主义的轨道上发展的。从上
个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美术
界随着社会的变革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由现实主义一统天下发展
到今天的多元结构。但作为承载
一种精神的现实主义风格，它仍
然在艺术的长河里不息地流淌
着，有着很强的生命力。陈承齐
的艺术就一直置身于这条长河之
中。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创作方法
和艺术理想，用自己的眼光来审

视历史、表现历史；用自身的经验
来体验现实、反映现实。现实主
义，作为一种信念、一种精神，支
撑 着 他 的 艺 术 也 支 撑 着 他 的
人生。

陈承齐认为，生活是创作的
唯一源泉，情感产生艺术。在众
多展现太行山人民生活的作品
中，油画《渊源》是陈承齐多年研
究法国新古典主义后创作的一幅
力作。在这幅作品中，陈承齐对
古典主义大师的表现技法广收博
取，将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语言
和油画创作的基本技巧相结合，
注重把握色彩和结构在画面中的
协调关系以及色彩递进和明暗推
移的节奏感。笔法精细严谨，线
条分明，形体结构准确，以古朴
凝重而又俏丽灵动的艺术语言表
现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

《渊源》塑造了一个理想中的美
丽又纯朴的农村妇女形象。她斜
靠着黄土坡，仰望蓝天，目光中
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期盼和渴
望。身后被岁月雨水冲刷过的黄
土高坡、身上已经泛白的旧衣，
都遮掩不住人物的内在美。画家
歌颂了中国女性顽强的生命力，
以及不畏艰难困苦和勤劳善良的
美德。作者在精心刻画一个现实
主义的女性形象的同时，含蓄地
表达了自己的理想追求和古典文
化的情怀。

古典艺术看似与现代艺术对
立，实际上它又是现代艺术的源
头，在中国油画的百年进程中，虽
然不少人心仪古典艺术，但古典
主义的油画由于种种原因，并没
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传播和发
展。对某些盲目热衷于追随西方
现代艺术的画家和批评家来说，
他们的眼中只有现代艺术，只有
对古典艺术的排斥，而没有看到
古典语言与技巧与现代艺术之间
的渊源关系，没有看到缺乏古典
艺术的基础，现代艺术则有根底
不足的缺失。他们忽略了西方现
代艺术正因为有着肥沃的古典主

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土壤，
才蓬勃至今。因此对于中国的油
画艺术来说，有些人回归欧洲古
典艺术传统，追溯西方人文精神，
是应该受到鼓励，也是对油画的
未来发展十分有益的。

陈承齐对于古典主义情有独
钟，他追求严谨、细密、典雅的绘
画风格。作为新时期以来中央美
术学院第一届油画研修班学员，
他掌握了较为熟练的写实技巧，

注重油画的材料和工具的性能，
对于画面的结构、光和色彩的理
解比较透彻，能够运用细腻的笔
法，准确、生动地表现物体的结
构、体积和空间，从而努力营造出
一种复杂又微妙的古典品质。从
风格上来说，陈承齐的油画是端
庄朴素的，他追求一种单纯、质朴
而又理想化的美学标准。他通过
浑厚而又婉转的油画语汇，表达
自己所理解的理想人性。

“大题材、大内容、大人物、
大画面、大制作，为人民所歌，为
人民所颂”是陈承齐近年来的创
作动力和创作目标。在他的作
品中，有不少都是表现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题材的作品，包括
《屠杀》《征途》《胜利》《攻克石
门》等。陈承齐重视作品题材的
选择，更重视素材搜集、艺术构
思和细节的真实，为了再现当年
人民解放军攻克石门的真实场
面，他研究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战士们手中的每一杆枪，腰间的
每一个子弹袋，都刻画得真实可
信、细致入微。他认为只有这样
才能打动人、感染人。在作品

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作者
力求恢复古典艺术朴素、典雅美
学风格的艺术旨趣。他一反画
界流行的夸张语言和情绪宣泄
的表达方式，而采用一种直接又
朴素的构图，把记忆中的瞬间镜
头般地突显出来。他注重画面
的体积感，强调色彩的丰富性和
明暗对比的表现性，他的人物形
象既单纯又饱满，没有采用标新
立异的手段，却给人一种强烈的
视觉感染力。

巨幅油画《迎着曙光》是陈承
齐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创作的，作
品以1949年3月在河北平山西柏
坡村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为

背景，参加会议的共和国的缔造
者们面向冉冉升起的旭日，并肩
伫立，仿佛一座历史丰碑，巍然矗
立在挺拔峻峭的太行之巅，迎接
着新中国的曙光。作品场面恢
弘、气势雄伟，53 位伟人身后，数
百万中国人民解放军组成的连绵
群山象征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坚不
可摧的力量。作品内涵深刻，构
图别致，色调深沉而华丽，人物造
型形神兼备，伟人和山峰浑然一

体的创作方法别出匠心，浪漫地
再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
雄伟风采。

不论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
材，陈承齐的绘画都有一种深沉
的沧桑感、历史感。他在尊重历
史真实和体验历史情景的基础
上，用自己的方式来诠释历史，同
样也以自己真挚的感情来观照现
实和描写现代生活。陈承齐力求
将西方古典油画的精湛技法与中
国民族文化的审美意蕴融于一
体，来创造自己独特的艺术风
格。这种创作风格可以说是对古
典主义以及由古典主义衍生的现
实主义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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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崇写实 皈依经典
——陈承齐的油画艺术 □邵大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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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承齐油画《无人区》

腹有诗书气自华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
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文化“乃
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
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
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在此他清晰
地指出艺术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时根植于
大的文化体系之中，因此文化的修养对于
书画艺术的学习具有深远意义。

笔者有幸曾在北京大学、中国国家画
院学习，这期间的课程设置不仅有技法培
训，而且还安排了大量的文化理论课程，
老师多是著名的书画家或是德高望重的
理论学者。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我在
技法与思想上都收获颇丰，如同一直不得
道的僧人，经过师傅的点化，如梦初醒，立
刻醒悟！

古人有云：“腹有诗书气自华。”常用
来形容一个人只要饱读诗书、学识渊博，
自然会表现出文人的优雅举止和翩翩风
度。后来该句被引申为内涵与外表的关
系。一个人若学识丰富，见识广博，不需
要刻意装扮，就会由内而外产生出一种气
质。相反，如果没有内涵，不管怎么打扮，
都不会显得有气质风度。同理，这句诗也
适用于中国画。一位书画家只有具有了
深厚的文化修养，在艺术上才能表现出高
品格的艺术境界。

中国书画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沃土，离开了这片土壤，结出的“果实”
也必定会浮泛无根。所以我认为要想真
正地在书画上有所建树，就必须弄明白中
国的艺术，先学习中国的文化，了解一下
这土壤的“成分”，然后再看看自己适合

“种”些什么，能收获什么样的“果实”。
作为一名在艺术之路上的探索者，文

化这一课不可缺少。那么，关于文化，本
篇在开头已提到她是包括知识、信仰、道
德、民俗，等等，可见，文化是综合的修养。

一、宗教对中国书画艺术影响深远

中国的本土艺术具有民族性。而这
种民族性包括我们的信仰、哲学体系、价
值取向、道德标准等。

宗教与中国的文化、艺术密切相关。
因此，要想在中国艺术上有所造诣，除了
先天的灵性之外，还要深入地学习中国的
文化。如果对中国古代宗教毫无所知，那
么就无法理解、欣赏许多原始的舞蹈、洞
窟壁画、摩崖刻石、书法艺术等。同时在
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也是盲目的，找不到
中国艺术精神的脉络，即使下了功夫也是
肤浅的。“中国艺术的根本特色是由中国
文化的特色所决定的。”（《中国文化概
论》）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儒、释、道
三家思想对艺术的发展影响都起到了渗
透与指导的作用。

以禅宗为例，禅的核心思想是心灵的
觉悟。禅宗认为美在意境，即心灵构造的
世界，一个觉悟的世界。禅宗主张排除一
切杂念，虚静忘我，进入“真如”的纯真境
地，达到心领神会、妙合自然、物我两忘的
境界。在禅宗文化思想影响下许多中国
画家追求自觉体验，超越自我，向往超脱
于世俗之上的理想精神世界。如徐渭，他
的画笔墨洋洋洒洒、无拘无束，不在形似
而重神似，这是一个精神升华的过程，通
过个性的思想表现，使书家不拘于形、线
条、笔墨等，而以性灵、心境去体验游离于
万物之外的艺术规律，所以形成了书法特
别注重字外字、意外意的审美意向。

二、综合的文化修养对书画家十分
重要

中国画尤其重视画家的文学修养，艺
术家应该具有广博的学识。中国画史上
的那些文人骚客，哪一个不是学富五车、
满腹文章！苏轼、王维、米芾、黄庭坚诗、
书、画无所不能。“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
种文人的独特审美追求是与综合的文化
修养分不开的。清代盛大士云：“读破万

卷，下笔有神，所以悟者，亦有书卷之味，
沉浸于胸，偶一操翰，汩乎其来，沛然而莫
可御，不论诗文书画，望而知读书人手
笔。”明代董其昌云：“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所以
说画家要读书，了解历史文化，不让自己
孤陋寡闻；要行万里路，要出去走走，融入
自然，开阔心胸与眼界，了解社会与民俗
民风，感受不同地域的文化，这才会使笔
下有灵气。清代松年云：“胸中学问既深，
画境自然超乎凡众。”宋代苏东坡又云：

“观世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致，
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粝刍秣，
无一点俊发气。”画家的文化修养决定了
绘画作品的意境、雅俗之别。陆游教育后
代讲：“汝欲学作诗，功夫在诗外。”对于画
画同样适用。

孔子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
于艺。”在他看来，“艺”只不过是游戏，玩
玩罢了。所以古人要作画、写字首先要学
点文，会写点诗，懂点理论，能研究点儒家
学问更好。苏轼曾云：“古来画师非俗
士。”所以一部《二十四史》，没有一个无文
的书画家能入传。“德成而上，艺成而下”，
颜之推认为“艺不必要过精，否则便入下
流”，他还视书画为“猥役”。当然现今的
社会，绘画可以作为一门职业，作为谋生
的手段，绘画也不再被视为低下的工作，
但是从古至今，有一点问题是可以说明
的，那就是只有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土
壤，绘画也好书法也罢才会有生长的基
础。与此同时，书画家还要具备多方面的
修养，比如说生活经验、社会阅历等。

文化让我们开启了一扇窗，让我明
白艺术之路永无止境。“腹有诗书气自
华”，做一个真正的书法家必须以丰富的
学养深厚的文化作支撑，才能在艺术的
道路上独树一帜，在艺术之路上走得更
高更远。

——从学习中国书画感悟文化修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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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尊为“亚洲文化的骄
傲”的饶宗颐先生，悄悄于
2018 年 2 月 6 日凌晨驾鹤西
去，标志着一个学术时代的结
束。饶宗颐1917年生于广东
潮州，字伯濂、伯子，号选堂，先
后与钱锺书、季羡林并称为

“南饶北钱”“南饶北季”。饶公
一生著作等身，举凡经史子
集、宗教哲学、诗词曲赋、金石
书画、外语文字等无所不包，
多达13个门类，素有“百科全
书”之称。饶公以97岁高龄担
任西泠印社第六任社长，著有

《书法六问》并以行草书见长。
细检饶公令世人惊叹的

累累硕果，亦难免有遗珠之
憾。其一，学术上，作为甲骨
学家的饶宗颐始终未被学术
界列为“甲骨五堂”。饶公先
后出版《殷代贞卜人物通考》

《甲骨文通检》《甲骨文校释总
集》等大部头著作，其中《殷代
贞卜人物通考》为首部研究贞
人的著作，而《甲骨文校释总
集》为甲骨文总汇式集大成之
著，丝毫不比同时代“甲骨四
堂”（鼎堂郭沫若、彦堂董作宾、
雪堂罗振玉、观堂王国维）逊
色。然而时至今日，学术界仍
素以“甲骨四堂”津津乐道，不
将饶公“选堂”列入其内。这

对饶公而言是遗珠之憾，更是学术界的遗
珠之憾。何以如此？笔者认为不外乎有三
种可能：一是鉴于当时饶公年龄尚轻，身份
名气远不如“甲骨四堂”；二是饶公终日埋
身学术、无暇他顾，对“甲骨四堂”的说法置
若罔闻；三是纵有甲骨研究硕果之名也往
往因其许多其他学术成果之名所掩。观此
遗珠之憾，古今屡见不鲜。例如，“诗仙”李
太白书法清新脱俗、造诣非凡而为识者赏，
然终究为其诗名所掩。已故齐鲁文化名人
王仲武诗书画印兼擅，以隶书最擅胜场，却
因曾为国民党济南战区司令王耀武秘书之
一的历史遗留问题与在野身份，而排在“山
东书坛五老”之外。

其二，艺术上，饶公遗珠之憾乃甲骨书

法。身兼甲骨学家与书家的饶公，本应在
甲骨书法上造诣更大，然而远不及其行草
书。而且，数量上甲骨书作也较少。倘若
饶公于此多用些时间精力，就可能达到罗
振玉、董作宾的甲骨书高度，甚至另立一
派，成为书史上甲骨书法一大家。毕竟甲
骨文发现至今不过百二十年，甲骨高手寥
寥无几；再者，甲骨书法之难首在识读，这
对饶公深厚的甲骨文研究功力来说简直是
小菜一碟。又者，以其丰厚学养浇溉在甲
骨书法之花上，更易结出硕果。然不能至，

“学艺双携”的饶公其失一也，书坛之失又
一也。

反思饶公遗珠之憾，不能不叹惋时代
压之的局限，然今逢新时代当有新作为，若
能拾遗补缺，启用夕秀，学界艺坛必大有繁
荣之势。李可染先生曾说，“我画一百年，
画不好，我画二百年还是画不好，惟把精力
集中于一点，才能画好”。此语也道出了饶
公甲骨书法未臻高妙的原因所在。虽然饶
公卓越成就已令人难望其项背，但对于书
坛中人来说，惟把学术研究与艺术创作紧
密结合，集中精力找到突破点，才会有更大
的成绩，才能尽量避免遗珠之憾。

饶宗颐书法作品

□李文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