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功成名就、本该颐养天年之际，上海

画家汪家芳却偏偏要啃硬骨头， 一再挑

战时代的“大画”。 为西郊宾馆外宾接待

大厅创作 7.5 米×5.5 米的 《上海 》，与三

位画家共同为进博会主会场创作 13 米×

8 米的 《春风又绿江南岸 》，为抗击新冠

疫情创作 5 米×3.2 米的 《巍巍中国情》，

为庆祝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创作 9 米×

4 米的 《浦东 》，为重新修缮的中共一大

会址创作 8.5 米×2.5 米的 《初心 》，为北

外滩世界会客厅创作 9.5 米×4.2 米的

《潮涌东方》……最近两三年，汪家芳的

画尺幅大，胸怀更大，也因而他与他的画

正受到越来越热切的关注。

“这样的关注， 是给我们这个时代

的。 ”汪家芳笑言。 他认为自己不过是在

回应时代提出的新命题———这个伟大的

时代，呼唤艺术家积极关注当下。至于怎

样创作好这样的“大画”，在他看来，“你

走得有多远，脚上沾的泥有多厚，情感就

有多浓，思考得就有多深。最终它们都将

反映在你的作品中， 决定一幅画耐人咀

嚼的程度。 ”

从《上海》到《浦
东》，用传统笔墨发出
时代强音，构成汪家
芳近年来重要的创作
脉络

金秋，上海最美的季节。最近一段时

间频频因外事新闻 “出镜” 的巨幅国画

《上海》， 悬挂于西郊宾馆外宾接待大厅

墙上，恰恰为其给出迷人的图解：错落有

致的石库门掩映在金色梧桐树下， 背后

是开阔的黄浦江江面， 林立的陆家嘴摩

天大楼。 这正是上海的烟火气。 有人说，

当会见双方在画前坐下时， 看上去仿若

坐在石库门弄堂口，很是亲切。

这幅作品，就出自汪家芳之手。他坦

言想在画中 “打造一种上海大客厅的感

觉”，传递暖的色调，敞开的怀抱。

师从顾翼的汪家芳， 是张大千的再

传弟子， 并且有着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系

研究生的科班功底， 今为上海中国画院

画师。数十年间，他的中国古典山水炉火

纯青， 作品捧获过全国首届山水画展览

优秀奖，亦曾数度入选全国美展。而这幅

《上海》，显然与汪家芳此前的画作，也与

中国传统国画迥然不同———它将写生与

传统笔墨对接，呈现出新的社会意义，也

将海派艺术推向新的境界。

这是创作于 2018 年的一幅委约定

制作品。彼时，首届进博会正在紧张筹办

中，一道难题迫在眉睫：宾客盈门，作为

主要接待场所的西郊宾馆外宾接待大

厅， 墙上一幅山水画一挂就是 15 年，似

乎得换换了。

抛给汪家芳的， 却也是一道开放式

命题。 什么样的作品才能诠释今日上海

之风采？ 并且，他意识到，这是一幅背景

画，会见举办时，不该喧宾夺主，单独凝

视它，又应是完整的艺术品。 最终，汪家

芳在这样一句话中找到了灵感的突

破———在上海，建筑是可以阅读的，街区

是适合漫步的，城市是富有温度的。细细

揣摩之下，他认为最为形象的载体，为石

库门建筑。 这是一种融合了西方文化和

中国传统民居特点的建筑， 它所禀赋的

多样性、 复杂性的结构， 既形成了独特

的上海生活风情， 又奠定了近代上海区

别其他地区的独特的生活方式， 并且兼

具红色文化、 海派文化、 江南文化三重

特征。

画中，抢眼的地标建筑如东方明珠、

上海中心，仅仅作为远处的天际线出现，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上海这座城踏实、

温暖的日子———只见石库门形象作为主

线，串联起了上海的城市发展历程、红色

历史传统以及改革开放后翻天覆地的变

化。 这样的画大气谦和，一看就是上海！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 汪家芳告诉记

者， 特意采用了重笔重彩并铺以金黄透

红样式的暖色调， 通过对上海城市标志

性植物———梧桐树特有的金黄色的渲

染， 反映了上海金秋时节处处洋溢着的

收获与喜庆气息，映衬出“这里是上海”

的时代强音。

之所以能接住这道时代命题， 其实

是因为汪家芳始终践行着 “笔墨当随时

代”。早在 2010 年，他就曾为世博会中国

馆贵宾厅绘就颇具当代气派的六条屏

《海天松涛图》，揣摩山水何以进入当下，

将恢宏的气势寓于宽阔无垠的自然景观

与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的内在联系，催

人联想。 此后，他也曾以巨幅的《“南大”

蝶变》 讲述上海东北地区宝山顾村改革

开放以来发生巨大 “蝶变” 所带来的生

机，以此折射上海城市的变迁与发展。

而创作完《上海》之后，创作呼应时

代的现实题材作品， 似乎更成为汪家芳

自觉的担当。去年年初疫情暴发之后，他

第一时间画了一系列 “疫情下的民生英

雄”，定格那些支撑起民众信心、城市平

稳的平凡人， 进而又以自己更为擅长的

山水画定格了一种抗疫精神。 这是以蒙

太奇手法跨越时空的写意山水 《巍巍中

国情》，将黄鹤楼、武汉长江大桥、东方明

珠、上海中心、长城、泰山、布达拉宫等武

汉、上海乃至全国的标志性景观，与金银

潭医院、“火神山”“雷神山” 医院建设以

及沪上众多援鄂医院标牌等“战疫”语境

加以融合。众多景观交相辉映，满溢着生

机与希望，凝聚成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

最令人称奇之处在于， 画中没有出现一

个具体的人物形象， 背后却是上海与武

汉两座英雄城市中人民的心手相应、守

望相助，是亿万中国同胞的同舟共济、共

克时艰。

最近一年， 汪家芳则接连捧出 《浦

东》《初心》《潮涌东方》等重磅画作。 《浦

东》为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而歌。 画面

以隔着黄浦江远眺的视角， 着重描绘了

陆家嘴多达 50 余幢各不相同的摩天大

楼，用国画的传统技法，将浦东的高度、

深度、精度、宽度刻画得传神而有力。 《初

心》献礼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只见金黄

的梧桐树叶， 错落地掩映着与中共初创

有关的一众老式石库门建筑， 如一大会

址、二大会址、四大会址纪念馆、辅德里、

博文女校、《新青年》编辑部、中国劳动组

合书记部， 中央从上至下贯穿画面的一

缕曙光，尤为亮丽夺目，这是一缕发端于

上海石库门的“红色基因”光芒，其能量

效应正愈见强大。 《潮涌东方》诠释的是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这一高瞻远瞩的国家

战略，长三角重要地标融入一画，屹立于

东海之滨，面向世界，远处是青山绿水，

桃花盛开。

自然而然， 用中国画独特的视觉形

式创作时代的“大画”，构成汪家芳近年

来重要的创作脉络。他坦言，这样的画像

是为自己打开了一扇窗，“我由此大开眼

界并登高远望， 对画家的时代使命与立

身之本， 对艺术工作者了解与洞察社会

的发展进步， 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守正与

创新，萌发了深刻思考与全新的认知。 ”

艺术应该承载时
代精神，汪家芳用毛笔
抒写时代，想借题材的
开拓挖掘其背后的精
神内核

今天， 已有不计其数的摄影作品为

时代留影，美术作品还须担此重任吗？而

在油画足以承担为现实立像的功能之

后，国画还有必要连通时代吗？答案显然

是肯定的。在汪家芳眼中，美术作品凝结

的是有意味的瞬间， 倾注着艺术家对于

时代精神的创造性人文转化。 而国画进

入当代，同样需要创新，不能只如古代文

人士大夫般仅仅成为向内寻求安宁的方

式，而是应该表现城市山林，担起重大题

材，并且相比油画，它在意境的塑造、崇

高感的树立等方面或许更有优势。

事实上， 意识到要创作时代的 “大

画”是一回事，能驾驭好这样的“大画”又

是另一回事。

寻找开启时代“大画”的钥匙，汪家

芳下的是看似有些“笨”的功夫，用脚踏

踏实实去走，用心真真切切去感悟。旅行

时在当地明信片背面画下的写生， 汪家

芳攒了厚厚数十沓 ， 分门别类 ， 足有

4000 多张。 他钟爱旅行，足迹遍布全球

多国，走一路，用大大小小的画纸写生一

路， 画在明信片上的， 仅仅是其中一部

分。他的勤奋由此不难窥见。汪家芳也坦

言对四百多年前伟大的旅行家徐霞客钦

佩不已， 两年前曾特意重走当年徐霞客

考察之路，实地感知他不畏艰险、勇于探

索求实的科学精神，绘制了百幅《话说徐

霞客游记》。

“行走之路就是发现之路， 眼有多

高，手就自然有多高。 ”汪家芳意识到，只

有用心用情细致体察， 才有发现的收获

可得。将写生稿转换成中国画的过程，就

是将自己采集于现实生活的气息与感受

表达出来， 这是一种全身心投入的真正

的二度创作。

在汪家芳看来，艺术总是要承载的，

它首先应该承载的就是这种时代精神。

他指出，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批现实题

材美术作品早已成为经典， 常常看得人

热泪盈眶。例如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即

便今天站在这幅画前， 那个时代的气息

依然会扑面而来， 让人真实感受到画中

的宏大叙事。 又如石鲁的《转战陕北》，把

烽火战争的场面予以人性化处理，以陕北

黄土高原恰好烘托伟人的胸怀与智慧。

“是前辈艺术家的技法比今人更精湛吗？

未必。今天的超写实绘画技法已经发展到

无法想象。可为何那些作品能够拥有超越

时空的魅力？ 其实在于饱含真情。 ”

汪家芳的那些时代“大画”之所以精

彩，根基也正在于脚下厚厚的泥土，心间

深深的情感。画《上海》，汪家芳从最基础

与最接地气的现场实地采风开始， 累积

了 40 多幅写生画稿作为基本素材，融入

生活再出发。画《初心》，踏访红色足迹之

后，他更是自制出厚厚一册写生文本，一

座座相关建筑物外观实景以及内部陈

设，全部写生在案，总计 60 多幅。这俨然

一本中国共产党早期在

上海活动的“红色地图”，

不仅详实记录他实地探

访的步履，更是他心灵升

华的象征。

用毛笔抒写时代，汪

家芳想借题材的开拓，挖

掘题材背后的精神内核。

我们看到 ，在 《上海 》中 ，

他由石库门建筑深入上

海的本土文化，这座城市

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精

气神； 在 《巍巍中国情》

中 ，超越具体事件 、风景

的，是坚不可摧的民族精

神 、 勇往直前的中国力

量 ；在 《浦东 》中 ，比摩天

大楼更为挺拔的，是向上

的浦东精神；在《初心》中，穿透一众红色

地标的那缕曙光， 让人们看到中国共产

党历经沧桑而不改的初心……在众多历

史瞬间中理出头绪， 找到一种能恰当表

现某个主题的切口，考验艺术家的眼光、

视野和见地。需要创作者心怀大历史观，

把握其内在逻辑， 以现代人的视角提取

精神内涵。

厘清创作脉络之后，汪家芳深感，国

画技法上的创新其实是水到渠成的。 用

传统笔墨表现现代化玻璃幕墙建筑的

《浦东》，就可谓相当典型的一幅。此前这

样的画不能说没有， 但大多以略带变形

的意笔加以勾勒，有水墨的意趣，却不够

写实。 而《浦东》超过 30 平米的画面面

积，以及它所陈列的兴国宾馆贵宾厅，都

决定了这不能是一幅轻盈的作品。 汪家

芳说， 画面全景绘制浦东最具典型意义

的建筑群，写真写实是第一位的。但若画

面设色与照片相一致， 又何论属于中国

画的特征？ 最终他以创新的手法化解了

这样一对矛盾。 画中 50 多幢高楼，每一

幢都有现实中的出处， 每一幢都明明白

白、坚实矗立且颇具体积感，整体意蕴却

大气、明快，有着中国画特有的清透与留

白。 “我继承了传统中国画的 ‘界画’技

巧， 也汲取了欧洲不同历史时期画古典

建筑的方法，还适度采用了一些版画、水

彩语言。 ” 集写实与写意于一体的 《浦

东》，让建筑物传递出有温度、有生命力、

可阅读的神奇魅力，在汪家芳看来，这不

是一种融合的风格， 而是在中国画传统

基础上探索的一次广泛借鉴。也因而，他

的这一系列主题性巨幅画作被业内认为

进一步丰富、推动着中国画的城市表达。

汪家芳透露，接下来想尝试“一带一

路”主题。 “过去十多年，‘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能够深入的地方， 我几乎去

遍了，也画下许多速写。 不同地域之间、

思想之间的交流互鉴很吸引我。 ”他坦言

想把那些小画变成大画， 用传统笔墨描

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让

国画在今天这个时代越来越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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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家芳：用中国画独特的视觉形式
创作时代的“大画”

ｗww．whb．ｃｎ

２０21 年 11 月 12 日 星期五10 艺术责任编辑/范昕
编 辑/商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