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碧初：

他贡献了西方艺术同中国
精神相结合的可贵范例

与徐悲鸿、林风眠、潘玉良、常玉等

同为第一代留法艺术家，周碧初（1903-

1995）却似乎是一个被遮蔽已久的名字。

他的油画注重冷暖对比与色彩构成，贡

献了西方艺术同中国精神相结合的可贵

范例。

1920 年代，徐悲鸿在巴黎学的是新

古典主义。 这是一种非常体系化、 学科

化、早已进入博物馆的艺术类型。而当年

周碧初在巴黎学的是印象派、点彩派。它

们好比今天的当代艺术，热门、流行，却

尚未被奉为经典，甚至受到争议。在法国

高等美术专门学校， 印象派画家欧内斯

特·洛朗教授不但在绘画技巧上给予周

碧初帮助， 还引导他关注本民族的文化

传统。

日后周碧初的艺术创作历程， 可被

视为现代主义艺术不断本土化的过程。

尤当到了晚年，他画老虎鞋，画黄山，将

中国传统与民俗的很多东西与西方技法

相融，抵达了某种全新的清雅境界。他的

画中充斥着粗细相间、长短不一、疏落有

致的点， 更像是中国传统绘画中的 “点

苔”，更多地由“绘”变为“写”。 笔触从紧

窄处拖带出来， 仿佛得了元人水墨山水

画的逸趣， 形成具有其独特用笔的油画

笔法。沿着这条路，周碧初完成了自我的

超越，也完成了对印象派、点彩派等西方

技法的超越。

张充仁：

这位“东方罗丹”，以面对
面的雕塑写生展现过硬技艺

很多人认识张充仁 （1907—1998），

是通过赫赫有名的“充仁画室”———这间

私人画室前后存续长达 30 年，培养了一

大批美术人才。事实上，张充仁更是一位

值得被美术史记住的雕塑家。 他可谓首

位进入欧洲并受到高度赞赏的中国雕塑

家，有“东方罗丹”之称。

过去国内考量近现代雕塑史上的贡

献，大多以纪念碑、大型公共雕塑等占据

公共空间中有影响力的作品作为入选的

标准。 这些作品长久地置于户外的公共

空间，自然而然给予观众很深的印象。而

一些小型的架上雕塑， 展出之后可能很

快就被人遗忘。 张充仁的作品大多属于

后一种， 其中不少作品富有创新意义和

研究价值，比如《恋爱与责任》《清溪》。尤

其值得一提的， 是他做的面对面式现场

写生雕塑。张充仁给很多名人如齐白石、

马相伯、密特朗都做过这样的雕塑，这种

过硬的本领和精湛的技艺在中国近现代

雕塑史上不多见。

张充仁早年在土山湾接受教育，日

后凭借水彩画方面的成就获得庚子赔

款，留学比利时。起初在比利时布鲁塞尔

皇家美术学院留学时， 张充仁学的是油

画。 由于在油画创作中表现出强烈的体

积感，显示出对于形体结构的敏感，他引

起了雕塑名家隆波教授的注意， 很快便

转学起雕塑。这条路也正是罗丹走的。雕

塑最忌没有体积感， 张充仁的雕塑则正

体现着结构上的严谨与扎实。当年，他搭

的雕塑架子不仅常常成为班级的示范，

他也曾单独完成一尊人体巨像， 这件雕

塑至今屹立在比利时首都的百年宫顶。

陈逸飞：

对于宏大历史题材的艺术
探索，让他在美术史站稳脚跟

陈逸飞（1946-2005）似乎缔造了一

个大众熟知的商业传奇，他的“水乡”系

列、“仕女” 系列等作品在拍卖场上屡创

高价。而在学界看来，陈逸飞在艺术史上

的地位， 其实更在于他在一系列宏大历

史题材作品中进行的探索， 将浪漫主义

与现实主义结合得恰到好处。并且，这些

作品的创作完成是在他走上艺术商业化

道路之前。

1960 年至 1980 年， 被认为是陈逸

飞创作激情最为丰沛的一段时间。 1960

年，14 岁的他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

习，正式与艺术结缘。 1965 年起，他进入

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从事专职艺术创

作，曾任油画组负责人，直至 1980 年选

择赴美留学。 这 20 年间，陈逸飞创作了

不少重大现实主义历史题材作品， 但没

有像摄影般如实还原历史照片， 而是不

忘执着探寻艺术形式之美。

1976 年陈逸飞与魏景山合作的《占

领总统府》，就已成为具有时代标杆意义

的经典。整幅画采取俯视的视角，将视点

集中在那名胸挂冲锋枪的升旗战士和那

面冉冉上升迎风飘扬的红旗上， 这样的

处理方式恰让观众感受到一股向上喷涌

着的力量， 红旗的插上更是具有象征意

义。 这幅作品描绘的情节事实上是虚拟

的，总统府上也不可能站这么多人。画家

用艺术的虚构让作品吻合了时代的期

许，得到广泛认可。这样的视觉画面被认

为颇能代表全国解放的决定性一瞬，抒

发着我们终于获得胜利的豪情。

《占领总统府》这样的作品不是一蹴

而就的，前有《红旗》《黄河颂》等一系列

作品的铺垫、积累。了解这段时期的陈逸

飞， 对于了解陈逸飞的艺术整体面貌可

以说至关重要。

贡布里希有句名言：“实际上没有艺

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 ”我的理解

是，先有艺术家，然后才有所谓的艺术，艺

术只是艺术家的分泌物或附属品。 因此，

理解艺术的前提，是要了解创造它的艺术

家。而编撰艺术家文献的意义和价值就在

于，用详尽的史实帮助读者全方位地了解

艺术家，进而深入解读艺术作品。

艺术家离不开他所生活的时代。他

的艺术人生，他的创作脉络，无不与时

代环境、文化氛围、教育思想、社会风尚

等等紧密相关。 当然，也与艺术家个人

的性格、嗜好、情感、经历等密不可分。

如果我们剥离了美术文献这些记录与

承载艺术家人生百态和艺术作品来龙

去脉的有形的物质载体，那么，我们何

以全面、客观、真实地了解这些作品的

思想、意义和价值？

艺术史表面上是艺术风格的演变

史， 而内在却是艺术思想不断拓展、提

升、深化的历史。 而一切与思想有关的

形而上层面的东西， 绝不是简单依靠作

品本身就能获悉的，必须通过手稿、笔记、

信札、草图、小稿、照片、图书、期刊、典章

等充沛的历史文献，或者工具、器材、日常

用品、收藏之物等生动的实物原件，与艺

术作品一起进行综合的分析考量，才有

可能得以相对完整的解读。文献资料和

实物原件共同构成的美术文献，包含着

艺术家丰富而深刻的艺术思考与美学

思想，这些既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也为

读者深入理解艺术品和艺术家创作背

景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的线索。

美术史的研究， 是过程的研究，离

不开系列的人物、作品与事件，其中艺

术家个案研究无疑是关键，是基础。 对

一位艺术家文献的编撰，不是简单地文

献材料的罗列和汇总，首先要在广泛收

集的前提下，进行分类、整理和校勘；其

次还要善于分析综合，要把一位艺术家

的艺术发展脉络放到整个社会历史的

进程中去考察思索，探求其渊源流变的

轨迹和因果关系，然后才能对这些美术

文献进行历史性的解释。 为此，我们必

须关心所有有助于还原历史语境的其

它文献， 重构美术理论的发展过程，尽

最大可能去接近历史的真实。 另外，文

献的编撰既需要有宏阔的视野，又不能

被主流话语遮蔽，才能形成有历史依据

的系统见解和科学态度。

事实上，一本艺术家的文献就是一

条独特的艺术线索。它不仅帮助我们找

到了一条穿越历史的轴线，还让我们看

到了不同历史阶段艺术家面临的不同

社会现实，也带出了当下人类社会发展

进程中的一些历史性或者根源性的问

题。 艺术并不是孤身生长，它的背后是

历史的问题，也是最为真切的现实。

（作者为《哈定文献》主要编撰者之
一、“哈定评传”作者）

傅军

他走出了水彩画的中国之路，他所

编写的 《怎样画人像》《怎样画铅笔画》

是很多人的西画启蒙……对于水彩画

大家、美术教育家哈定，还有哪些值得

补白的认知？

在最高学历 “充仁画
室”，他究竟学到了什么

哈定常言，他的最高学历是 “充仁

画室”。 的确，哈定日后的艺术成就，与

其十几二十岁在充仁画室学画的经历，

以及导师张充仁给予的帮助与影响密

不可分。 甚至于，张充仁可以说是哈定

精神上的父亲。 这令人注意到师承关系

和艺术文脉对于艺术发展的重要性。

并未有过留学西方经历的哈定，是

如何早早便深谙西方绘画技巧，尤其是

英、法水彩名家的技法？ 答案就藏在充

仁画室。 由于张充仁曾在比利时留学四

年，“充仁画室”基本实施的是欧洲学院

派的教育模式：从铅笔画线条的基本功

训练开始，教导学生掌握直、曲、斜线 ，

以及各种粗细深浅线条间的组合与变

化。 就连对所用的铅笔，张充仁都颇有

讲究，规定要用“维纳斯”或“施德楼”品

牌的。 练完线条，学生们就开始临摹 60

本 张 充 仁 从 法 国 带 回 的 Armand

Cassagne 的素描画册， 涵盖几何图案、

建筑装饰、花草、石膏人像等多种类别。

经过一两年这样的训练，学生们便开始

用 Le Frane 的炭条画石膏像：从五官到

半脸，最后画立体雕塑。 一两年的石膏

像练习之后，学生们方才能接触水彩。

在充仁画室学画的几年间， 哈定曾

有一度差点无法继续———当时家中资助

他学习的费用中断了。 在那段最难的日

子，是张充仁伸出了援手。 他当即聘请哈

定为“充仁画室”的助教，以此抵免哈定

学画的学费。 为了帮助学生进一步缓解

生活压力， 张充仁不仅推荐哈定去徐家

汇天主教堂绘制《教理问答》的宗教画，

也把部分顾客绘画方面的定件交给哈定

完成。 其实这也在无形之中督促着哈定

快速提升绘画技艺。 正是借由广泛的绘

画基础和社会实践， 后来哈定独立到舞

厅、咖啡馆画速写肖像画，进而在南京路

永安公司、 大新公司及各大照相馆挂牌

承接肖像画定制业务， 并迅速成为上海

著名的青年肖像画家。

多年以后，哈定创办属于自己的“哈

定画室”，同样受到了张充仁的鼓励。 为

帮学生的画室扩大生源， 张充仁还特地

介绍自己的学生去哈定画室学习。

线条的独立审美价值在
他创办的 “哈定画室 ”被格外
强调

“哈定画室 ”不仅将线条当作表达

对象的手段，更格外强调线条的审美独

立性。 这在当时国内的美术教学中极其

少见，却又是独具价值的。 当时国内的

美术院校普遍流行苏式素描，用铅笔深

入刻画，强调块面与明暗 ，时常一张作

业就要画几十个课时，对象的质感和空

间感的确得以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过分

倚重素描的严谨性、 工具性又似乎让画

面缺了点什么。 哈定的教法则更多的来

自欧洲学院派。 他所讲究的线，不同于中

国画中的线，倒有点类似于欧洲铜版画，

有丢勒、荷尔拜因的味道。 他所讲究的，

其实是创作者的情绪释放和画面气氛的

营造能力， 这种直觉力和感受力对于艺

术来说分外重要。 曾在哈定画室接受美

术启蒙的王劼音回忆道：“画室素描喜用

木炭，画完要用自制定影液喷，这种素描

带有表现性， 强调作者的情绪释放及画

面的气韵生动。 色彩教学也流行轻描淡

写，逸笔草草的水彩，或铅笔淡彩。 ”

除了开办画室亲自授课，哈定还通

过编写美术教材，让更多的艺术爱好者

在家就能自学画画。 初版于 1954 年的

《怎样画人像 》与初版于 1957 年的 《怎

样画铅笔画》， 都是哈定对自己在艺术

创作和美术教学经验方面的总结，甫一

出版便供不应求，在很短的时间内连续

加印， 其中前者总印数达到 15.9 万本，

后者总印数达到 12.5 万本， 这在 1950

年代是个难以置信的天文数字。 这两本

教材可谓填补了当时我国基础美术教

学教材的空白， 影响一代代美术学子。

而编写的过程对于哈定而言，也是一次

理性的思考和自查，无形中推动了他教

学水平的提高和教学质量的上升。

在学界看来，画室是了解近现代上

海乃至中国美术发展一个重要的侧面，

也是现代学院教育的有益补充。1950 年

代的上海，照相馆、剧场、电影公司 、企

业广告部、出版社、报社等无不急需各

种美术人才，尴尬的却是 ，自上海美术

专科学校 1952 年迁至南京之后， 彼时

上海没有一所专业培养美术人才的院

校，直到 1959 年上海市美术学校成立。

那段时日，是上海的画室教育为用工单

位培养相关人才，为美术青年就业搭建

平台。 充仁画室、哈定画室、东方画室、

现代画室等都是其中的代表。

打破水彩画的 “轻音乐”

格局，用丰厚的生活体验加深
水彩的表现力

至于哈定在美术史上留下的贡

献———破除视水彩为“轻音乐”的传统偏

见， 创作出许多表达重大题材的巨幅水

彩画， 把我国水彩画创作推向一个新的

高峰，《哈定文献》 同样以丰富的文献告

诉人们，这样的突破缘何形成。 这与艺术

家几十年如一日的写生经历尤其是深入

祖国西部高原的写生经历密不可分。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 哈定便开始

学习和领悟印象派画家对自然光色的

研究，重视室外的写生，坚持外光作业，

基本每周外出写生一到两次。 他曾认为

生活不仅给了自己丰富的创作内容，而

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自己的艺术表现，

推动着艺术风格的发展。

1981 年，在广西侗族山寨满屋烟雾

的宅子里，哈定惊讶于眼前所见的这样

一种气氛———建筑物里里外外被烟熏

黑，反倒显得气势峥嵘。 他感到这样一

种气氛是轻盈、透明的水彩画常规表现

方法难以表现的。 他于是尝试着在水彩

画中用钢笔加深轮廓线。

1983年，哈定赴西藏写生，决意刻画

珞巴族一位老猎人的形象时，他发现水彩

画的表现碰到了新课题，以往轻盈的勾勒

似乎很难表现这样一位人物健壮如虎的

身躯，黑里透红的肤色，粗牛毛织成的外

衣。 他于是尝试着在水彩画中加重色彩，

放大笔触，使画面在不失水彩明快、流畅

的特点下，产生重彩与强力的效果。

日后的新疆之行， 再度开拓了哈定

的视野。 他曾这样回忆这次采风：“雪山

怀抱中的帕米尔高原，景色神奇，塔吉克

族人民生活俭朴，热情而好客，孩子们在

高原阳光下游戏 ， 我觉得既新鲜又动

人。 ”哈定的代表作———大型水彩画《帕

米尔高原上的花朵》，就是在这次采风中

完成的，选用具象和抽象肌理的结合，准

确捕捉到大漠原野开阔苍茫的气息。

《哈定文献》揭示，如果把哈定的艺

术发展线索梳理下来，会发现“写生”是

其中不可忽视的一条途径。 事实上，写

生不仅是学院教学方式的一种，也是艺

术在民间传播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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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于名家的文献
丰满了我们对于海派艺术的认知

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海派艺术长河里还有这些名字， 有的长久被遗
忘，等待着人们的发现，有的耳熟能详，等待着人们的
再识 荩荩荩

哈定：走近他，也是走近上海乃至中国的近现代
美术史 荩荩荩

文献之于美术史的价值

■

荨哈定创作于 1983 年

的水彩画《地平线》

荩哈定水彩画名作《帕

米尔高原上的花朵》

上海油画雕塑院编著的《哈定文献》日前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这
标志着上海对于海派艺术资源的深度研究又进了一步。

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油画、 雕塑为主体的专业创作研究机构， 近年
来，上海油画雕塑院对张充仁、哈定、周碧初、陈逸飞等一批前辈艺术家的
创作历程进行了梳理，并以一位艺术家一个文献展的方式展示。 如今，从
文献展到文献集，则又意味着一次充实、拓展与突破，同时也成为一个新
的起点。

未来，人们还有望看到更多海派艺术名家的文献集，看到其中呈现出
的更为丰厚也更富于启示的艺术内蕴。

襍

襊

▲周碧初油画 《新禧》。 这是一幅充满中国味道的油画，它

吸收了民间艺术，又有着强烈的色彩对比和装饰效果。周碧初把

纸糊的兔子灯、鱼灯、五颜六色的炮竹以及神态各异的无锡惠山

泥人放在一起，构成了既有对比又和谐统一、充满生趣的画面，

浓烈的色彩中蕴藏着内心对新一年的期盼。

作为中国第一代油画家， 周碧初将中国传统与民俗的很多

东西与西方技法相融，抵达了某种全新的清雅境界。

ｗww．whb．ｃｎ

２０18 年 12 月 2 日 星期日8 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