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伦勃朗数

量惊人的速写

和素描， 抓取

着一个个生活

中具体生动的

场 景 和 细 节 ，
引发人们强烈

的共鸣。
图为 《学

步 的 孩 子 》
（1660年）。

（资料照片）

上海应用型美术人才的梦想发祥地
108位艺术创意者的150余件作品集结沪上，呈现逸夫职校（原华山美校）38年的美术教育成果

走在华山路上，如果只注意高楼大

厦和那些铁门内花木掩映着的小楼，你

会很容易错过这一所学校。 灰蓝的校门

内是一个暗暗的门廊，踏进大门几步就

到了那幢简易的楼房。 和它朴实的外表

不同的是，自 1980 年挂牌以来，这所学

校与对面的上海戏剧学院一起，成就了

上海滩一道醒目的艺术风景线。 这便是

在上海应用美术领域赫赫有名的华山

美术职业技术学校（简称华山美校），后

来易名为上海市逸夫职业技术学校（上

海视觉艺术学院附属高级中学）。 这所

以培养实用美术人才为主的学校，不张

扬、 有品质地孕育着一代代艺术创意

者， 也见证了改革开放 40 年上海应用

美术发展一路走来的步步足迹。
今天在静安文化馆揭幕的 “繁星·

华美再现” 艺术教育成果展， 将以 108
位艺术创意者的 150 余件作品，向人们

呈现这所学校 38 年的美术教育成果 。
参展的艺术家皆是该校的校友或在此

任教的专业教师 ，他们中 ，既有如今活

跃于上海乃至全国各艺术门类的中坚

力量，如李磊、申凡、施勇 、马良等艺术

家，也有活跃于文创领域的新秀。

■ 她与对面的上海戏
剧学院一起， 曾是上海最
美的艺术风景线

1980 年，华山路上的华山中学正式

挂牌华山美校。 据记载，学校附近的静

安文化馆， 上世纪 80 年代每个月都会

举办艺术展、 沙龙之类的文化活动，当

时美校的毕业生是活跃其中的主角。
38 年时光如白驹过隙，无论是老华

山美校，还是后来的逸夫职业技术学校

的校友，只要一说起当年的母校 ，仍兴

致勃勃。 纵然华山美校并非很多人最终

学历所在校，但他们却把这里当作自己

最重要的学历标志，甚至数十年以后仍

引以为傲。
中华艺术宫执行馆长李磊 1980 年

进入华山美校装潢班学习，是该校的首

届毕业生。 他记得，当时学校开设了一

个装潢班和三个动画班 ， 对应上海美

术设计公司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

基 础 用 人 需 要 。 除 了 高 中 文 凭 之 外 ，
华山美校还有职业文凭 ， 学得好就可

以 进 入 美 术 设 计 公 司 或 美 影 厂 工 作 。
这吸引了很多人报考 ， 招考那天的情

形丝毫不亚于现在的艺考 。 而当时给

装潢班上课的老师也大多是名家 ， 比

如 教 美 术 字 和 图 案 设 计 的 是 倪 常 明

（参加过人民大会堂上海厅等的布置设

计工作，宋体字规范者），教绘画的是蒋

昌一（曾任上海油画雕塑院院长 ）和丁

荣魁，万籁鸣（《大闹天宫 》制作者 ）、王

劼音也都来授过课。 “当时严格的绘画

训练给我日后的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

础，不拘一格、开放的学风也让我受益

匪浅。 ”与众多华山美校校友一样，李磊

对母校的情怀溢于言表，他曾说：“我的

最高学历就是华山美校。 ”
展览现场 ， 施勇的装置艺术作品

《让所有的可能都在内部以美好的形式

解决—NO.23》被放置在显眼位置。 这位

国内较早从事装置与影像媒介艺术创

作的艺术家，还有一个身份是上海市逸

夫职业技术学校美术设计专业的老师。
而他对于录像及装置艺术最初的尝试，
也要追溯到 1992 年华山美校的地下展

厅，他用感光材料制作了一系列近似物

理实验现场的展览。

■ 她的学生深入到上
海文创领域的各行各业 ，
见证了上海应用美术起飞

从华山路 433 号到巨鹿路 700 号，
从华山美校到逸夫职校，华山美校始终

在市中心，不同的是 ，她的学生几乎深

入到上海艺术领域的各行各业，其中不

乏文创领域的佼佼者。 而说起母校，不

少人骄傲地称之为梦想的发祥地。
现任上海老凤祥名师设计中心副

主任的黄雯，是业界最年轻的高级工艺

美术师。19 岁， 黄雯便获得国际专业设

计大奖； 她设计的 《18k 彩金白玉兰胸

针 》 被甄选为 APEC 会议的国 礼 ； 她

的作品 “世纪形态 ” 被全球最大的黄

金博物馆———南非黄金博物馆永久收

藏……她说， 这一切源于 1993 年。 当

时，黄雯准备报考华山美校 ，但为选哪

个专业犯愁。 最终，时任华山美校校长

的张建平的一句“学首饰需要一颗痴迷

于繁华的心”， 把她对美术不自觉的痴

迷和未来的职业生命瞬间接通。
“38 年来，我们的办学理念虽有起

伏， 经历了从注重应用美术到注重升

学，再到坚定与市场接轨 ，培养应用型

美术人才，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坚守。 ”现
任校长沈蓝说，很多领域都需要美术人

才， 我们要做的是与时俱进地培育人

才。 1995 年，华山美校、静安职校、逸夫

职校合并成立上海市逸夫职业技术学

校，成为教育部首批认定的国家级重点

职业高中。2010 年，“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附属高级中学”正式挂牌，学校形成“一

校两牌”的办学格局。
“这次的合作并非是简单的生源捆

绑，而是基于学生长远发展的考虑。 ”沈
蓝说，她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把学生

送进高校、职场是不是就代表着中等美

术教育的成功？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得
培养紧贴市场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看

到文创产业的发展前景，近年来该校将

自身定位为文创教育品牌特色学校，以

文化创意专业集群建设作为办学抓手，
让学生以更广阔的视野去了解自己将

投身的领域。
从该校毕业的陈薇对此深有感触。

她最初是学装潢艺术的，之后在数码艺

术领域深造 ， 最终凭借扎实的美术基

础在蛋糕设计领域异军突起 。 “蛋糕

是集平面 、 色彩和立体构成的一个美

学 载 体 ， 创 意 和 创 新 是 最 大 的 突 破

口 。” 2014 年 ， 陈 薇 为 一 对 建 筑 师 夫

妇 ， 设计并制作出世界上第一个八层

高的 3D 打印婚礼蛋糕。 这一全新科技

手段的运用 ， 使得更加复杂炫目的造

型成为可能 。 陈薇曾调侃说 ， 自己是

上海西点界最懂美术的人之一 。 事实

上 ， 该 校 毕 业 生 都 是 创 意 市 场 上 的

“香饽饽”。 可以说 ， 这次展览既是一

次办学重要里程的溯源 ， 也寄托了校

友们对母校挥之不去的深深眷恋。

■本报记者 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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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勃朗素描：让平淡如水的瞬间凝固为永恒
河马

数年前友人王浪从北京回上海为

老父过七十大寿，我刚整理完伦勃朗素

描图片资料，便和他一起看了两遍。
那年夏天去法国时，在卢浮宫看了

个伦勃朗素描特展，勾起我对伦勃朗素

描的极大兴趣。 在卢浮宫及老庙街的艺

术书店里，一口气觅得三本印得较好的

伦勃朗画册， 主要是想收集他的素描。
老庙街的那个店主当时颇为自负地称：
“除非是还没出版的， 重要的艺术书籍

在我这都能找到。 ”这话不能当真，他肯

定就没有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出版的

伦勃朗素描。还在上小学时，母亲见我喜

欢画画， 不知从哪儿借了一本伦勃朗素

描让我学习。 记得有一张睡在枕头上的

女孩的脸，安静优美，特别温馨，鼻孔朝

天的视角临摹时稍不留神就会画得很滑

稽。遗憾的是差不多 40 年后我遍找伦勃

朗画册，却一直没找到那张素描。
三本近年出版的画册里共得伦勃

朗素描近 300 幅。 伦勃朗存世的素描作

品据说有 2000 多幅， 我找到的只是印

出来的一小部分，不过较有名的差不多

都有了。 很庆幸我最早受到的“美术教

育”是伦勃朗素描 ，那些画是多么的生

动，全无匠气。 有此先入为主，让我后来

一直无法喜欢那些画石膏像的“素描”，
乃至对“文艺复兴”艺术也颇不以为然。

王浪当年从庐山回上海画画时，为

解决生计，曾在家里办过几年素描辅导

班，为准备考艺术类院校的学生辅导素

描。 他辅导成功率很高，学生考上的比

率差不多达百分之百。 这是因为他琢磨

透了国内美术院校考官们对 “素描”的

理解和思路，发明了一套能“速成”的套

路。 他后来不干这个了，也没去深究中

国美术教育的僵化。
很多教素描的老师都骂过 “素描”

考试。 读书会上我们讨论过，透视法、明
暗法，都只是工具 ，这可能对观察能力

和造型能力比较差的学生 “画得像”有

帮助，但它是“死”的，教不出“活”的画，
许多有天赋的人其实不需要它们。 这也

有点像手工制作和机器生产的区别，当

然这个“机器”是在人的头脑里。 若将工

具奉为教条，久而久之就会扭曲对眼前

生气勃勃的真相的认识，看东西时都拿

个框框去看 ，很难再跳出来 ，对人本来

直接的审美感觉戕害也很大。 甚至有人

说，中国美术教育毁掉的艺术人才远远

多于它培养出来的。
“文艺复兴”最优秀的大师们研究透

视、明暗，是对真理、科学的探索，但他们

自己往往并不教条。 达·芬奇的“蒙娜丽

莎”背景画得并不符合透视，这正是微笑

神秘的原因之一。达·芬奇更重视的还是

自己的艺术直觉。 伦勃朗早年虽然拜过

意大利派的老师，学了“明暗法”并以“光
的运用”在以后享有盛名。但有评论指出

伦勃朗的“北方气质”和南方文艺复兴其

实相差很大， 他也基本未受南方意大利

画风的影响，较少所谓“科学训练”的教

条。当时南方画家基本是为权贵服务，画
那些有关古希腊神话的僵化教条的题

材。 而伦勃朗的订单多来自生机勃勃的

新兴资产阶级，他的素材基本直接取自

中下层人们的具体生活。 在还没发明照

相机的时代，他那些数量惊人的速写和

素描，抓取着一个个生活中具体生动的

场景和细节，引发人们强烈的共鸣。 那

次卢浮宫展出的伦勃朗素描，虽然都是

他为宗教题材画的草图，但最打动我的

就是那些素描中强烈的“现场”气息，具

体、灵动、极富感染力。 那种生动之感，
让人恍如重临当时情境。

我问王浪，看了伦勃朗这些素描最大

的感触是什么？ 他简明地归纳：“他画这些

素描时要的是整体气氛。 ”哈，真是一针见

血。 的确是这样，这些素描不顾任何教条

奋力抓取着“真的”和“活的”对象。 这也让

我想起塞尚说要画出圣维克多山下松树

“香味”的话。 对这些艺术家来说，真正要

画的对象甚至是一个超越视觉感受的整

体存在，是“物自体”，艺术家的工作就是

要努力地接近和捕捉到它。
伦勃朗画画求 “真 ”求 “活 ”，求 “神

韵”，他也许钻研过透视法 、明暗法 ，但

画画却不是为了表现透视法明暗法，而

是要表现眼前或心里的活生生的对象。
因为有这个更重要的目标要追求，技法

才会“活”，这就是能产生“气韵生动”的

法宝。 伦勃朗的素描大多是为创作油画

作品作的速写性质的素材收集或草图

勾划，和他的蚀刻版画不同，很明显，这

些素描当时并不被看成“作品”，伦勃朗

画的时候并没有 “我要画一张素描作

品”的想法 ，更不会想到那些草图以后

也能被展出或能卖钱。 而在“求真”的过

程中产生的“真”，甚至比当初最后完成

的作品更让人体会到“真”。 重温伦勃朗

素描，让我再次思考凡高 、塞尚们当年

为之奋斗的是什么，他们奋力要冲破的

枷锁是什么，他们从伦勃朗的画中真正

学到的又是什么。
虽然绝大部分素描都是伦勃朗为

创作“大作品”而做的“功课”，我却发现

了一个有趣的例外：他画了不少纯风景

的素描，但很少把它们画成油画。 这也

许是当时人们并不把他看成是在风景

画领域也有成就的高手 ， 他没什么订

单。 伦勃朗对家乡大自然的描绘，更像

是他纯粹的一种艺术爱好。
电影 《The Artist and The Model》

里提到《学步的孩子》这幅素描，对话很

精彩：
你再看看， 带着观察的眼光去看，

学着集中精神看事情。
……
这幅是世界上最好的画！ 别的都跟

它无法比。
你画的吗？
当然不是，要是就好了。 是伦勃朗

画的，一个荷兰人。
……
把一根木棍的一端切开，蘸墨水画

出来的。 这是幅杰作，没有刻意要成为
杰作的杰作。 感受一下这个场景中表现
出来的温柔。

……
这个孩子的手臂，你能感受到他的脚

步声，他的不安全感还有怀疑。 虽然你看
不到他们的脸，也能感受到他们的喜悦。

或许这是他的第一步。
他的第一步，没错，我要说的就是这个。
……
你看这个年轻女孩 （孩子左边）的

手臂，明显是急急忙忙画出来的 ，连细
节都顾不上，但没人会管这些。 重要的
是，她对这孩子的爱。 她扶着这孩子，知
道她即将要放开她的手了。

她肯定是他姐姐。
肯定是。 再看仔细点，虽然她背对

着我们 ， 但是从她背部以及面部的角
度，你可以感受到她的注意力全部集中
在这孩子身上 。 而孩子在开始走路之
前，兴奋地在笑。

他怎么会这么聪明？ 这位是他妈妈
（孩子右边）吗？

毫无疑问。 她已经习惯了，这不是
她第一次。 她站得很近，如果有需要就
帮个忙。 注意她笨重的服饰，非常粗糙，
也可能脏了。

这位是父亲（孩子前面），刚下班回
来，她们希望他看着孩子踏出第一步。

没错。
那个人是谁？
一位刚巧走过的邻居，碰巧目睹了

这一幕。 你能不能感受到那个水桶的重
量？ 从她左手臂的位置呼之欲出。

对，你说得没错。
伦勃朗捕捉到了生活中这一平淡

如水的瞬间，并画了出来。
你觉得这幅画花了他多少时间？
最多就四五分钟， 这差不多就等于

一张快照。 但重要的不是时间， 而是想
法，他有了想法。 妈的，他有的就是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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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 记 者 李 硕 ）
一批海外舞蹈

佳作将亮相上

海舞台与观众

见面， 其中包

括将在东方艺

术中心上演的

西班牙弗拉门

戈 舞 剧 《 卡

门 》 ， 以 及 在

上 汽·上 海 文

化广场上演的

爱尔兰 《王者

之 舞·危 险 游

戏 》 。 前 者 由

西班牙著名舞

者 马 诺 罗·马

林改编自同名

歌剧， 不仅尝

试强化作品中

的西班牙传统

文化， 还在弗

拉门戈中融合

新的元素； 后

者由爱尔兰著

名 舞 者 迈 克

尔·弗 莱 利 编

创， 将现代舞

剧理念引入传

统踢踏舞， 用

百老汇的方式

演绎爱尔兰的

一段传说。
在 舞 剧

《 卡 门 》 中 ，
马 诺 罗·马 林

在原著作者比

才音乐的基础

上， 加入了很

多西班牙原汁

原 味 的 文 化 ，
他和西班牙塞

维利亚弗拉门

戈舞蹈团抓住

“卡 门 ” 这 个

作 品 的 主 体 ，
注入塞维利亚

的弗拉门戈风

格， 演变成一

种崭新的弗拉

门 戈 现 代 风

格。 通过舞蹈

团的演绎， 几

乎 让 观 众 相

信， 卡门故事

就应该用塞维利亚的弗拉门戈方式呈

现。 五颜六色的服装， 轰鸣的鼓声和

火一般的舞蹈， 震撼着整个舞台， 在

融合了现代元素的弗拉门戈舞蹈、 阿

拉伯舞蹈、 爵士舞等不同风格的舞蹈

的共同表现中， 爱情的不同侧面被舞

蹈视听化， 同时展现出西班牙女人独

特的美。 马诺罗·马林试图用这个作

品向观众证明， 弗拉门戈舞蹈是为了

爱情和激情而生。
《王者之舞》 的故事来源于爱尔

兰传说， 传说在小精灵的梦中， 舞蹈

之王代表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 但

他不仅面临黑魔王的挑战， 还必须经

历诱惑的考验。 作为爱尔兰舞蹈协会

认证的 “爱尔兰舞第一人”， 迈克尔·
弗莱利不仅创造过踢踏地面的全球纪

录， 还尝试将现代舞剧理念引入爱尔

兰传统踢踏舞， 创作出在世界广受好

评的《王者之舞》。此次访沪的《王者之

舞·危险游戏》用新的舞台方式打开爱

尔兰小精灵之梦的传说： 舞台上不仅

有巨大的平面屏幕、特效照明，还有跳

舞机器人、 世界杂技表演冠军的特别

演出， 而对于舞蹈来说十分重要的音

乐， 则由白金汉宫音乐会御用小提琴

手领衔， 用现代音乐制作重新包装打

造原汁原味的凯尔特音乐。

①朱开荣 《海上记忆-上海 1937》 （水彩）。
②蔡伟文 《人像》 （油性蜡笔）。
③俞果 《暮色》 （布面油画）。
④郑重 《柴马道旁的农舍》 （国画）。 （均展览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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