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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传统规范，紧贴时代生活——杨之光艺术成就

作者：李焕真  来源：人民网

  杨之光对中国人物画形式和规范的创新，是他在艺术上的最大成就。 

  他的作品主题紧贴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表现了积极的社会意义。 

  对生活的热爱与真诚，对发掘现实美的执着，成就了杨之光这位中国当代画坛杰出

的人物画家。 

一 

  原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杨之光教授，是中国当代杰出的中国画人物画家，更被誉为

20世纪后期中国四大人物画家之一。这四大家即广东杨之光、北京黄胄、陕西刘文西和

浙江方增先。他们的作品都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杨之光笔下的人物生动传神，借

鉴了西洋水彩画的光影技法，用笔奔放潇洒，墨彩淋漓；黄胄把素描速写融进国画，笔

调流畅生动，纯熟自然；刘文西的笔法严谨凝重，吸取了民间年画的造型特点；方增先

注重笔墨情趣，清雅隽逸。这四大家的艺术生命都是与共和国一齐成长的，他们的代表

作品，是新中国各历史阶段社会生活和社会审美的一种艺术反映，他们的艺术成就影响

了我国四十多年的人物画画坛，为当代人物画的艺术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并在20世

纪末得到了我国美术界和美术评论界的普遍认同。 

  作为杰出的艺术家和美术教育家，杨之光先生在他的夫人鸥洋教授和两位女儿的无

私支持下，于1997年至1999年，先后四次向渴望收藏他的作品的中国美术馆、广州美术

学院、广东美术馆和广州艺术博物院，捐赠了几乎是他毕生全部创作的1110件作品。杨

之光教授的这一系列捐赠轰动了北京和广东，文化部为他颁发了《爱国义举》的奖状，

广州市人民政府也颁发了感谢状。对于把一生的创作，一生的心血全部贡献出来，让自

己变成“一无所有”，再次从头开始，杨之光只说了一句话：“我的艺术来自人民，那

么我将我的艺术成果交给人民，这是理所当然的。”(在文化部颁奖仪式上的致辞) 

  1998年1月21目，建设中的广州艺术博物院在广州美术馆举办了盛大的“杨之光捐赠

作品展”和捐赠仪式，荣幸地接受了杨之光捐赠的635件作品和—批档案资料。这批作品

包括了一大批各时期的国画人物写生作品，还包括了他的许多代表作，如1960年重画的

《一辈子第一回》，以及《浴日图》、《傣族蜡条舞》、《庆祝驱鬼胜利舞》、《张仃

像》、《廖沫沙》、《黎雄才》、《没骨女人体》等，很全面地涵盖了杨之光在1949年

至1998年的五十年艺术创作活动中，各阶段的追求和成果。1999年，杨之光又捐赠了最

新创作并入选全国美展的，歌颂解放军抗洪英雄的大型作品《九八英雄颂》。即将建成

的广州艺术博物院为此专门设立了“杨之光艺术馆”，使之成为杨之光作品的收藏、研

究、展示中心。 

二 

  “借鉴古洋寻我法，平生最忌食残羹”，这是杨之光在艺术上的座右铭。 

  在杨之光四十多年的艺术追求中，最突出的贡献就是解决了前人还在探索的，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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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中国画的传统规范，融入西方的造型技巧，加强中国画表现，更好地反映现实生活

的问题。他把西方水彩画的光影明暗技法运用到中国的造型形式中去，成功地创造了一

种既有西方造型的光影流动，又有中国传统水墨写意笔法，融汇了中西艺术的生动传神

的表现人物形象的技法，并使之不断完善成熟和有所创新。而且在晚年创造了别具一格

的，运用中国传统没骨写意法，融光影于彩墨的中国画没骨人体艺术，他在中国画艺术

上的创新模式和成就，走在了当代中国画人物画艺术发展的前列。 

  杨之光能够取得如此成就，是与他所受的师承影响，艺术上具扎实的技法基础，不

断地努力探索分不开的。杨之光是广东揭西县人，于1930年生于上海，早年在上诲向书

法家李健学习书法篆刻，奠定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技法基础。18岁考入广州市立艺术专科

学校西画科，同时入南中美术院向岭南画派大家高剑父学习中国画，并受高剑父在国画

技法中探索表现现实题材，呼吁“艺术革命”的口号所影响。1930年毕业于苏州美术专

科学校上海分校中国画科，同年9月进人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得到徐悲鸿、蒋兆和、叶

浅予等名师的指导，并接受严格的西方美术造型基础训练，打下了扎实的造型基础。 

  从50年代初开始，杨之光就已经在探索当代中国画人物画应该怎样突破传统的束

缚，创造新的表现力的问题。1954年，他试着用国画生宣纸临摹了俄罗斯巡回画派列宾

的油画《萨布罗斯人》，把它变成用墨线和色彩构造的，有西方光影立体表现力的，与

传统国画迥异的中国画，进行了在中西艺术交融中探索的第一次尝试，并被它表现出来

的新颖的魅力所激动着。 

  同年，杨之光把他融汇中西的探索，搬上了他艺术生命中的第一件代表作《一辈子

第一回》。图中第一次拿到“选民证”，得到公民选举权利的老大妈形象，使用了国画

的毛笔线条，但在人物的脸部、头发和衣饰上，却打破了传统国画的平涂着色的画法，

运用了水彩画的明暗立体的表现技巧，使人物刻划更生动传神。同时为了突出人物脸部

的喜悦之情和手中的“选民证”，他运用了类似于电影近景镜头的半身构图，突破了传

统国画人物全身构图的习惯，强化了作品主题。虽然有谨守传统的批评者把这斥之为不

伦不类的“水彩加线”和非国画构图法。但他的探索成功了，有评论家认为，他是把阳

光带进中国画的第一人，这件作品在表现现代人物中，迈出了超越前人的创新的一步，

更获得了1956年武汉市“向科学文化进军”奖章。 

  杨之光在“寻我法”的艺术探求的道路上，贵在他不喜欢“扬长避短”，绕路而

行。对于没有别人的经验作为借鉴的技巧或题材，他决不退缩回避，而是选择了克服困

难，克服障碍、努力去实践探索，不断地扩大中国画的表现范围。他在表现人民海军生

活的作品《浴日图》上，用国画传统的水墨没骨写意法表现闪亮、光滑的甲板和海军官

兵的背影，用传统国画的水纹法表现微波荡漾的大海，用篆书的中锋用笔表现钢铁栏

杆，还在画面的构图布局上注意了轻重，浓淡和远近景对比的艺术效果，再加上起重要

点题作用的鲜丽一笔，成为海平线上跳动着的半轮红日，令作品有了一种感人的明亮温

馨和深远的意境，受到了广泛好评。 

  他更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用水墨线条加上水彩光影效果的“水彩加线”的技法，

创造了多各时期，各地区，不同民族，各具个性的生动的人物形象，以及一系列备受瞩

目与赞赏的文化名人肖像。 

  踏入花甲之年的杨之光，他的人物画艺术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在普遍认为人物画

家晚年囿于各种原因，难以再创新之时，再次寻找到他继续前进的方向。他把中国画中

的水墨大写意笔法和书法中的草书用笔溶入舞蹈速写中，创作了一系列舞蹈人物形象。

在这些作品中，杨之光准确地把握了快速运笔的节奏感，在舞者飞扬的舞姿中，抓主了

各民族舞蹈的韵律和神态，把舞蹈中最突出，最传神的一瞬间“写”下来、用笔风格简

练洒脱飞逸，充满了一种动态美、同是表现舞蹈人物形象，杨之光追求的是“动中取



 

静”，与他的老师、著名舞蹈人物画家叶浅予先生笔下的舞蹈人物的“静中求动”，截

然不同。 

  在杨之光的舞蹈人物画取得成绩和得到赞赏的同时，他又开始了在60年代初期萌想

法的，如何更好地用中国画技法表现人体艺术的探索、一如少年求学时般，认真地画人

体写生习作。在不倦的技巧实践中，他再次从明清没骨花卉画的笔法中找到攀登的阶

梯。他舍去墨笔线条的造型法，用下笔即有阴阳向背的没骨法，与西画中表现光源折射

的丰富的色彩表现力结合起来，运用他深厚的中西技法基础，创造出一种新的以色彩变

化造型的，中国画人体艺术形式，每笔落纸，即为有冷暖变化，有立体明暗的人体肌

骨，甚至在薄如蝉翼的桑皮纸上，不用复笔，就能一笔“写”成一条充满活力和弹性的

人体胳膊或大腿，真正一笔落纸，形质俱存”。 

  杨之光毛笔下的女人裸体艺术，是与那些扭曲变形，不顾形象，只作涂鸦的完全不

同。他以严谨的态度，追求人物体态的准确，追求形神结合，真实地表现出女性裸体的

优美柔和，光洁温暖，肌体轻盈而骨力俱在的美感，更蕴含着作者审美意趣的健康活力

和高贵优雅。正如美学教授迟轲先生所评说的：“它们的美质是健康纯正的，是青春的

赞曲，是革命之诗，是人类的花朵。” 

  杨之光在踏入晚年后创作的这批人体艺术作品，使他又创造出了一种新的中国画人

体艺术表现“形式”，再次攀上了中国画人物画的一个高峰。多年不断的默默的磨练、

探索和试笔，这此中的甘苦，从杨之光的一幅《浴女图》的题跋中可以知道：“作水墨

人物画最难，人物画中又以人体画难度最大，而以没骨法作女人体写生，可谓难上加

难，一笔直落，既求合于人体结构，又见色彩之冷暖变化、笔笔定局，甚少重复。中国

画笔墨功夫固然重要，然造型、色彩、速写、书法基础缺一不可。没骨法可谓综合性技

巧，明清以降，没骨法用于花卉画已达到登峰造极地步，而人物画之进展不理想。50年

代余已初采此道，并大胆吸收西法……。近年来我行我素，不计中西，但求神韵。八大

山人之花卉可做到，今日之人物画亦达到笔墨简而意赅之境地。” 

  从“水彩加线”，到现在的墨彩交融的没骨人体国画，杨之光没有摒弃传统，使自

己的创作成为无根之本，但也没有照搬传统与师承，而是借鉴传统，融汇中西，让东方

的写意技巧与西洋的写实造型混化成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杨之光对中国画人物画形式

和规范的创新，是他在艺术上的最大成就。 

三 

  杨之光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艺术家，与跟他同时代的艺术家一样，在共和国成立

之初，被一种崭新的生活激动着。他们受20世纪50年代初期所提倡的，生活是艺术创作

的源泉，艺术必须反映主活，为生活服务的新文艺模式所影响，努力在艺术创作中寻找

“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和形式”。“为新中国服务”，成为当时广大艺术家

所追求的一种新的理想和信念。 

  综观杨之光近半个世纪的创作，可以发现他无可否认地受到50年代初期的那种文艺

思想的深刻影响，但是除此外，他还是一位对生活始终充满激情的，坚持关心社会，深

入生活，表现生活，时代性很强的画家。杨之光曾经在“自传”里说过：“如果说(艺

术)杠杆的两头一边是‘生活’，一边是‘传统’，那么，我的态度肯定是侧重在‘生

活’”。他的作品主题紧贴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表现了积极的社会意义，这是杨

之光作品突出的特点，也是他作为艺术家对社会作出的最大回报与贡献。 

  1954年，面对着国画“不能表现现实生活”，“不能适应革命需要”的责难，杨之

光创作了《一辈子第一回》，描写了共和国进行第一次民主选举，普通老百姓第一回享

受公民权利的喜悦之情，这是扬之光表现现实生着的首件成功的代表作，也是在当代美

   



术史上表现50年代中国现实的一件无与替代的，深具意义的杰作。1959年，杨之光的歌

颂青年建设者的作品《雪夜送饭》，荣获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金质奖章及荣誉

奖状。同年，他又创作了有众多人物形象的《毛主席在农讲所》的大型历史画，展示了

国画可以表现大场面，表现现代人物群象的艺术创新成果。 

  60年代，杨之光在描写了《堵海标兵》、《汕尾渔家女》，《茂名油城》之外，再

次突破中国画的表现题材，在海南要塞的海军部队，创作了一批描写军舰和水兵生活的

作品，其中的代表作《浴日图》，成为中国画较早描写部队生活的优秀作品。在湖南的

空军基地，杨之光又成为用中国画艺术形式表现机场、跑道、喷气式战斗机、空军飞行

英雄的第一位画家，他的作品《夜航》和《空军组画》登上了《解放军画报》，再次成

为当时广受赞赏的，表现工农兵题材的优秀作品。 

  在艺术创作成为一种指令性的政治任务的20世纪70年代，杨之光还是坚持在生活中

发掘现实美。他在奉命下煤矿体验生活之后，受女矿工不畏艰险，积极进取的精神所感

动，创作了在“文革”时期轰动全国的《矿山新兵》，并被选印成邮票在全国发行。作

品中衬着朝阳的背景，第一次带上矿工帽准备下矿工作，充满激动心情的青年女矿工形

象。虽然带着那个时代文艺作品“红、光、亮”的痕迹，但这点痕迹又很自然地与杨之

光一贯在作品中所追求的积圾、向上、健康、唯美的内蕴融合在一起，并淡化了当时那

种为政治服务的，通常很直接的外露之痕，使读者在那个百卉凋零，满眼峥嵘的昏暗岁

月，看到了清新美好的艺术形象。这件在颠倒真理的时代创作的优秀作品，经受住了时

间的考验，直至真理已被正视的30年后的几天，再来看这件作品，还不失为一件表达了

作者对生活的真诚与热爱，表达了人民心中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深藏着的纯朴、乐观的生

活态度的优秀作品。 

  在艺术家已不用奉旨为政治效劳，有了创作自由的时候。杨之光却自觉地负起了一

种历史使命感。他认为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几百年，涌现了不少永留于史的经典的肖像

画，但中国画的肖像画却远远比不上山水画、花鸟画成大气候。为了在肖像画上填补清

末任伯年的杰作《酸寒尉》之后留下的大片空白，杨之光在70年代末起，决心为我国现

当代杰出的文化名人画肖像。他采用毛笔速写和淡彩点染的写意技法，用自己独特的简

练、轻快、生动的艺术语言，抓住最能表达描写对象性情特征的瞬间形象，达到他笔下

人物形象“写实”、“传神”的目的。 

  不断地从失败的探索中获得经验，终于使杨之光的名人肖像系列，成为他在中国画

人物画领域里再攀上的一个高峰。他的代表作《蒋兆和像》、《李苦禅像》、《黄胄

像》、《冯钢百像》、《石鲁像》、《黎雄才像》等，均在追求写实的传神达意之时，

厚积着东方的传统文化意韵和现代的审美意味。尤其在海内外引起轰动的《石鲁像》，

更是杨之光创作激情的一次礴发，作者以真切理解的石鲁精神为内涵，细腻地刻画了石

鲁的嬉笑神情，又以狂草笔法挥写出石鲁的乱发和衣服，深刻地塑造了石鲁“任性痴狂

对尘世”的傲骨，令读者对石鲁坚持真理“死不服”的时代悲剧人生，产生强烈的心灵

震撼。 

四 

  突破传统规范，紧贴时代生活，可以说是对杨之光艺术成就的概括。他的努力实

践，很好地解决了他的师辈高剑父先生提出的“折衷中西”，开拓现实题材，以及徐悲

鸿先生在中国画《愚公移山》中还不能圆满解决的，如何把西方的写实图式更好地融合

到中国画的表现形式上的问题，并在他们的实验基础上把中国画的表现力往前推进了一

大步，走在了师辈的前面。而杨之光成功的实践成果已经成为典范，在教学活动中被他

提炼成国内第一本人物 画教材——《中国画人物画法》，以及许多散见干国内外报刊

的谈创作心得，评论美术现象的文章，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后辈和学生，给他们以



极大的启示。从历史的意义看，杨之光已经成为中国现当代美术史转折点上一位承先启

后的重要画家。 

  杨之光在广州艺术博物院为他举行的捐赠画展座谈会上，用“融、闯、严、韧”四

个字总结了他一生的艺术追求：融，把中西艺术的优点都融进自己的刮作中；闯，不愿

意跟在前人的后头“食残羹”，勇于闯出自己的新路；严，不把艺术创作当儿戏，都保

持清醒的意识，一定要坚持自己所想的和所追求的。正是这“四字真言”，加上杨之光

对生活的热爱与真诚，对发掘现实美的执着，成就了杨之光这位中国当代画坛杰出的人

物画家。 

共有 28 条评论 〖发表评论〗 〖到论坛讨论〗

 相关链接

·杨之光艺术年表（组图）（作者：佚名） 

·走近杨之光（作者：王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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