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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全国美展油画作品，是本届全国美

展最受关注的画种之一。

备受关注的原因，无疑缘自油画是表现力最

为丰富，最能承载历史与现实重大题材的绘画品

种，人们期待这届展览能够出现一些黄钟大吕式

的优秀作品。关注度高的另一缘由，则是当代油

画受到了来自照片图像或AI数字图像的巨大挑

战，油画再现与照片真实、油画绘制与AI虚拟图

像之间的区别常被混淆，以致高度写实的油画作

品常被质疑是否借用了AI技术或抄袭了照片；而

受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理念的影响，业界

也时常出现另一种声音，这就是照片真实取代了

油画的再现性功能，油画应当朝着新具象绘画或

非具象绘画方向变革，从而把一切再现性绘画作

为一种艺术史的过去式表现类型。

带着这种思考观看参展作品，笔者感受到一

种富有生活质感的明快感。之所以形成这种感

觉印象，无不和大多数作品具有高度的现场还原

感、捕捉生活的某个富有寓意的瞬间密切相关。

而这种感受和笔者观看摄影展并不完全相同，摄

影给我们展示的往往是人的肉眼难于定格的某

个瞬间，而油画作品即便再现我们熟悉的生活场

景，却能够让我们的眼睛久久地凝固在画面上，

其观赏性远非照片的真实所能相比或替代。

这或许在很大程度上也揭示了油画艺术的

再现，在造型的完整性、色彩的表现性等方面所

浓缩的艺术创造价值，在那些看似真实的画作上

体现了画家的精巧构思、塑造能力以及富有个性

的艺术追求。

而展览整体的明快感，则最鲜明地凸显了油

画艺术独特的色彩语言魅力，相对而言，油画展

区的作品普遍比其他展区的作品更具有色彩调

性的丰富表现力。

这种鲜活的生活质感，首先来自画家对现实

生活的真切捕捉。

让笔者印象深刻的是当代社会的变化如何

能够呈现在油画作品里。李书春、李鹏鹏的《春

之季》通过笔触的跳动、色彩的鲜嫩，让人们感受

到当下城市家庭生活如何在假日野餐获得一种

心情的放松；而何振浩《悦动青春》、吉鑫源《茶园

派对》、王一帆《追梦人》等则通过城市青年人的

生活原态，来展现现代快节奏城市生活储存的青

春能量——《悦动青春》描绘了已深入到城市各

种角落、锻炼兼娱乐的滑板运动，《茶园派对》在

临时搭建的茶园帐篷里毫无拘束的嗨唱，《追梦

人》在大自然中放飞自我的跳跃，人们从他们各

具特征的姿态中感受到了城市的青春脉动。中

国新能源电动车的迅猛崛起在国际上备受关注，

在中国真实的生活图景则是新能源交通遍地开

花，王一《新能源生活——充电桩》描写了一位年

轻母亲在路边驻车充电的场景，画面非常具有生

活气息，年轻时尚的母亲的愉悦、去按自动车把

手的儿子的顽皮，以及被霓虹灯光渲染的夜晚的

喧嚣，画面不需要说明什么，就这样一个日常瞬

间便足以表明中国科技和工业进步给百姓生活

带来的巨大变化。

这些作品所具有的生活质感，是缘于画家对

中国现代化生活的真切感知，而不是依据某个概

念的诠释或通过某个概念再去寻找生活样态。

这些画面虽写实，但也追求那种从生活自然姿态

中提炼出的油画造型元素，从而形成油画造型叙

事的独特意味。

这种生活质感还被有效地运用到一些重大

题材的表现中。

中国航天事业的崛起举世瞩目，在全国美展

筹备和审看作品过程中，笔者看到表现这个题材

的画作不在少数，但如何能够把这个大国重器题

材画得具有艺术性却非易事。董文通《飞天 ·中

国航天人》在终评阶段获好评，其原因就在于此

作以大笔触既严谨也很轻松地捕捉了女航天员

在太空舱中那种怡然自得的飘浮感，画面夸张了

太空舱的纵向空间深度、侧面描写了其他两位男

性宇航员实验工作的专注，而让人过目难忘的则

是女宇航员那副充满自信的笑容。画面以蓝调

取胜，画得通透而敞亮，笔触的轻松也仿佛是宇

航员明朗心境的外显。

与此相关的，则是一些科学家形象的塑造：

邬大勇《我的英雄》以“我”心目中的英雄来表达

我们每个人对新中国一代科学家的致敬。画面

将钱学森、钱三强、李四光、竺可桢、童第周、邓稼

先、华罗庚、陈景润和钱伟长以群体肖像的方式

呈现在画面上，而画家力求一种生活情境的表

达，将背景处理成“我”的书房的描写，书架上贴

挂的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即将点火的长征运载

火箭、杨利伟航天照等。这种情境设计，以“我”

为视角，呈现了共和国一代科学家在“我”心目中

的崇尚地位，也因此，这些科学家形象也便能够

富于各自标志性的体态与神情呈现在“我”的眼

前。这种克服概念化的肖像群体刻画与情境设

计，巧妙地把一种严肃的重大题材化为生活温情

的一种质感呈现。

最感人的是张义波精心构思的《心愿——高

原雄鹰巴依卡 ·拉齐尼》画作。在天安门前留影

是天安门广场最常见的一个生活场景，但这件作

品所描绘的天安门前留影，却是一个永远都不能

实现的“心愿”。画作描写了“时代楷模”拉齐尼

一家人在天安门前拍照的情景，巧妙设计了拉齐

尼的父亲间隔稍远地拉着孙女的小情节，拉齐尼

的女儿不仅美丽俊俏，而且以和父亲撒娇的体态

揭示了英模的儿女情长，这个人物的设计应该说

是虚构的，却特别富有感染力。画面这个场景只

是为救落水儿童已牺牲了的拉齐尼的一个生前

心愿，因而，拉齐尼女儿头依父亲肩膀、身靠爷爷

手臂的这个虚拟情节，也成为我们对三代护边人

的一种沉重而崇高的致敬。拉齐尼的肖像既尊

重原型的个性风貌，也体现了油画造型语言的完

整性与塑造感，画面还进行了透视短缩，使人物

形象的伟岸与天安门建筑的高大有机地成为一

个饱满的画面。

应当说，在新时代主题性美术创作的高潮

中，此作将英模人物的刻画与生活情境的设计有

机地结合在一起，有益探索了英雄人物真实的人

性心理世界，是将真实的人物形象塑造融入富有

温度的生活情景的优秀范例。

这种将历史题材化为生活情境表达的创作方

法，是本届全国美展油画作品颇为突出的一种艺

术现象。从塑造苏武持节不屈的耿鑫《苏武牧

羊》，到刻画苏东坡充满浪漫情怀的商亚东《一蓑

烟雨任平生》；从以文化群像式塑造的殷雄《岁月

流金——夏衍和他的朋友们》，到追求时空交错富

有哲理意味的姜建忠《郎静山和他的朋友们》；从

着眼于新中国书画鉴定大家刻画的封治国《巨

眼——纪念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到尹骅《1961

年夏》、张铁拓《孤山的重逢》、马晓腾《大雅宝胡同

甲2号》、吕鹏《山河颂》和何军《树大根深——狮子

林与贝聿铭》等所塑造的中国文化历史人物形象，

不难看出本届全国美展油画作品所具有的一种历

史情怀，画家既着眼于像李前《工人是“天”》那样

对革命题材历史画的自觉创作，也将科学家、艺术

家和文化学者等纳入历史题材范畴。

富有意味的是，这些作品都未停留于事件的

再现，而是回到对历史人物的解读，通过油画所

擅长的肖像画或群体肖像展开对特定人物个性

化特征的刻画及人物内心世界的发掘。显然，这

种历史解读并非是历史教科书的索引，也非既有

的摄影所能替代，因为，这些人物肖像的原型或

虚构，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艺术家们对历史的独

特感悟与把握，由此也拓展了油画丰富而厚重的

艺术表现力，显现了新一代油画家开始走向成熟

的艺术探索。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作品所具有的生活温

情，也深刻映射了艺术家浓厚的人文思想。

这里有候车室里朴素的劳工者心系远方子

女的形象（李建鹏《远方》），有养老院老人们闲适

中流露出的真实神情（许晓鹏《窗外的阳光》），有

乡村医疗获得的某种改善（吴俊岩《及时雨——

中国乡村医疗》），有边远乡村集贸市场依然灿

烂的阳光（崔晓冬《千里故人》）等，这些作品并

不以所谓的艺术观念创新而吸引人，而是老老

实实地再现写实，之所以能够抓住人的视线、让

人久久伫立观赏，仍然是画家通过最朴素的形象

刻画——有力果断的笔触、坚实厚重的色彩来揭

示现实形象的真切，是那种区别于繁华世界、力

去矫情做作的视角，让人们看到了现代化社会草

根民众那种值得怜惜相助的真实生活情态。在

此，或许还印证了叙事伦理的感染力，远远大于

艺术家的自我表现或自我暴露。

展览之中，张立农的《快乐的舞》也如同上述

作品的真切和质朴，画家通过油画造型捕捉的坝

上牧羊人与牧犬之间的互动情态特别生动，也特

别富有油彩语言的艺术张力：既显示了画家油画

技艺的娴熟，也体现了瞬间动态形象对学院造型

体系稳定感的打破。更耐咀嚼的，则是画作通过

牧羊人与牧犬之间关系的表达，揭示了现代社会

已逐渐消失了的牧羊人的生活方式，画作中的牧

羊人穿戴着现代服饰，他介于现代与原始之间的

生活方式也表达了作者对现代文明的某种反思。

业界一些朋友曾对全国美展油画作品的艺

术倾向表现出某种担忧——是否因强调主题而

淡化了艺术个性，是否会形成写实一边倒而使全

国美展的艺术面貌过于单一化，等等。客观说，进

入复评阶段的油画作品的确是现实主题的作品占

绝大多数，且再现写实表现方法的作品居高不

下。但也应该看到，即便是具象写实，入选作品也

较多出现了新具象、新表现的创作形态，如姜建忠

《郎静山和他的朋友们》、何军《树大根深——狮

子林与贝聿铭》、马晓腾《大雅宝胡同甲2号》和刘

贯冲《向未来 ·可可托海之约》等，这些画作只能

说是相对写实，其时空却往往体现一种心理状态

的描述或整个画面呈现某种符号意味的精神寓

意。而王建国《天地粮仓》、汪鹏飞《黑白变奏曲

之一》、周胤辰《望江南》、陈毅刚《穿越河山》和王

朝刚、黄琳珺《知觉的森林——春风化雨》等，则

是具有新表现或超现实特征的佳作。较抽象的

则有丁设《被书写过的境象》、廖有才《女娲补天》

和丁乙《十示2022—19》等，但即便抽象，这些画

作仍能让人们在形象的不确定之中领略到中国

书画的书写意态。

客观地说，再现写实油画对照片或AI数字图

像自觉不自觉的移用，并不只是当下中国油画界

的困境，而是再现性绘画很久以来遭遇的世界性

难题。

一个不容忽视的视觉现象是，人类裸眼感知

世界的经验与途径不断遭受来自机械图像或电

子图像的深刻介入，人类肉眼感知世界的方式也

不断被人类发明的视觉机器所替代。不是绘画

画得像照片，而是人类视觉感知经验已被机器视

觉经验所深重改写，写实绘画成为摄影的副本只

是这种视觉感知经验被改写的痕迹罢了。问题

的核心是，在AI数字图像时代，人类在享受AI数

字模拟图像的幻真中是否应当保持一种警醒？

这不仅涉及对人类生理机能的保护，更关涉裸眼

感知世界的审美方式——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首先来自对自己裸眼经验的真实探索。就此而

言，本届全国美展那些上乘油画之作，莫不体现

了油画对裸眼感知经验的尊重与创造。所谓的

再现性油画并不是对物象在某个瞬间、某个视角

的摄影纪实，而是力求突破机器视觉的障碍回到

主观性再造的艺术造型与色彩分析上。因此，这

些上乘之作也便和上述一些优秀的主题性创作

充分发挥了艺术家个人化的对历史与现实的理

解与想象一样，体现了心手相应的油画造型的想

象性与创造力。唯其如此，这些作品才能够突破

冰冷的机器图像限制，将生活的温度永驻画面。

（作者为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博导）

让生活的温度永驻画面

本月27日，第十四届全国美展的进京作品和获
奖作品将在中国美术馆和国家博物馆展出。其中，
作为20世纪现代美术院校兴起后的第一大画种，油
画无疑将再度成为人们关注和争论的焦点。

中国油画家们如何应对来自照片图像或AI数
字图像的巨大挑战？这些优秀的油画作品，呈现出
油画家们怎样的思考与探索？我们约请中国美协美
术理论委员会主任尚辉撰文，对本届全国美展油画
作品进行详细解读。

——编者

尚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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