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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络传媒的优势之一是可以在线播

放音像混成的动态画面，因此本站将

尝试把过去需要录音后整理成文的访

谈，用视频记录并在“本站专稿”栏

在线播放。由于这些视频文件都是先

传到优酷网再用外部连接的方式链接

到本站，因此无法避免优酷网的网络

商业行为。本站“视频下载”栏将改

成“视频专栏”，也采取把视频文件

传到优酷网再链接到本站的方法。如

果您想避免成为优酷网在线商业宣传

的对象，请不要点击本站视频文件。  

2、本站免费刊登展览信息和个人作

品。展览信息包括电子海报、简讯文

档、参展作品与展览场景，作品要求

表明尺寸、材料和创作年代，如果是

展览预告，参展作品与展览场景的图

片可以在开展之后补发给我们，否则

我们将不保留该展览信息。个人作品

要求有个人风格，并为具有探索与创

新的风格，数量在４件以上，艺术市

场上热销套路风格，本站一概不与刊

登，展览信息除外。这是本站鼓励创

新和尊重创作自由的学术定位所决定

的。所有图片请把像素调到

800X600，高宽相加等于1400  

3、本站“视频下载”拦目欢迎40MB
以下的avi格式的压缩文件，内容可以

是video作品、访谈录像、名人生平

录像、行为艺术录像、重大展览与学

术会议录像。超过40MB以上的稿

件，请分成上下集或多集，我们将采

取连载的方式予以发表，连载最多不

超过400MB。其他内容的avi稿件，

请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

尽量考虑发表。本站工作邮箱：art-
here@163.com 

 

本站公告

作者：高岭 来源：世艺网  

追求纯净的艺术品味 

——写在91中国油画年展之后 
    
    就北京而言，画展在停滞了一个时期之后，这两年频频举办，画种和场次可谓不少，但讲实

学术性和艺术性的全国性大型单一画种展览，却从未像91中国油画年展这样引人注目。 

    从展出的175件作品（其中包括15件获奖作品）看，无论从题材内容、风格形式到表现技

巧，都较1987年的中国油画展有了新的面貌，基本上反映了我国油画的当下水平，也从另一

个侧面透露出油画创作（其它画种的创作也不例外）面临日益抬头的商品市场的冲击而带来的

许多问题。 

    这次展览的作品，题材涉及面之广是前所未有的，有自然风光、静物写生，有茶楼酒肆、都

市街景，有社会历史、人情世故，也有肖像人体、民俗风情，真可谓“远取诸物，近取诸

身”，无所不包了。艺术家对作品题材的选择，是艺术家个人对周围外部世界的感知的结果，

是艺术家个人的情感、理知的欲望的外在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艺术家生活阅历和文化素养

的影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代文化时尚的间接左右。从展出的作品上看，大多数作者

的精神状态是好的，他们对当代社会、对人生境界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注，对自己选择的创

作对象，有着深刻的情感体验。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有着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是艺术家真情

实感的流溢。但是也有的作品，其所取的表现对象以及整个画面所透露出的格调，却是令人担

忧的。在展览上有一幅画，画的是一位身着白色连衣裙的少女，侧卧在一堵荒芜野谧的青石板

砌成的墙基上。从背景的浓荫大树和布满爬墙草的残垣断壁以及前景的两块散落的青石板来猜

测，整个画面的语境是郊外别墅的静寂和优雅。如果说这是一幅风景画，倒的确算得上是幅上

乘的画，因为从画面景物的构图、色彩和表现技艺来说，看得出作者下了很大的功夫，据一位

了解作者的评委说，他此画画了一个月。但是静谧、发暗的冷色调在画中是为了烘衬处于画中

央的少女：白晰、无力的四肢，近似呆滞失神的双眸，披散在石板上的一头秀发，还有那呈不

规则S状的躯体轮廓，被画家罩上了一层主观的发亮的白光，使少女连同那只衰萎了的白花一

道，实实在在地呈现在观者的眼前。隐隐的幽怨和哀伤，是观者立刻感受到的，但伴随着这种

感受一道出现的，还有一种矫饰和做作的感觉。画家过多地考虑到自己与描绘对象的对应关

系，过份注意到所选人物形象的特殊性——孱弱无力的黛玉式的冷美人——与自己所追求的精

神理想的吻合。进一步分析，画家在取材时，认定这种形象恰好适合自己的心态和表现意图，

并且主观臆断地认为明眼人会与自己取得心灵上的一致，于是画面的色调、光线、形体造型和

用笔手法都讲求精到、“准确”，一切的一切都适得其反地带上了唯美化的倾向。依我之见，

形式上的唯美化在艺术品中往往容易湮灭作品内在的精神指向，只纠缠于画面浅层的优美感

觉，最终会使作品的生命力及艺术家本身的才思受到极大的限制。而实际的情况是，这位画家

对究竟什么以及究竟怎样入画，缺少明晰的判断力和清醒的认识。这种判断力和认识的获得，

绝非一时的情感之举，而是对艺术史、对人生和社会的真谛的调悉体悟之后的一种积淀、一种

升华。这里面的关键，用一个词来说，就是一个艺术家的“品味”。 

    “品味”这个概念，近年来在艺术批评中经常被提及，在英文中是taste或savour，指的

是艺术家主体的审美趣味以及由此投射到作品中所显现出的审美意味，而这意味又带有画面特

质的含义。所以它包含了创作主体个人和作品客体画面这主、客观两方面。从另一方面讲，它

又是具有特殊性与共同性这样两层意义，它既带有艺术家个人鲜明的个性旨趣，又是观众和批

评家的客观认可，所谓“品”字，即指艺术家及其作品较之其它艺术家及作品的档次和格调，

这是非艺术家的、外在的客观评定。正因为“品味”含有这么两方面的意义，是超越于作品的

题材内容、风格形式和表现技艺之上而又兼而有之的总的艺术指标，所以它是决定一幅作品艺

术价值高下的最根本的判断尺度。 

    此次年展旨在为油画家创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鼓励油画家在新形势下进行严肃的创作和

学术探讨，把握住正确的创作方向，及时展示油画艺术的新成就。年展的组委会和评委会成员

阵容强大，规格很高，之所以最终决定展出一些依我看“品味”不甚高的作品，自然是有评委

 



的通盘考虑，主要一点是本着客观真实地再现油画艺术近几年来在各个领域的发展状况和水

平。如果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是情有可原的，如果是以功底扎实、技法娴熟作为入选的主要条

件，我以为这恰恰与评委们的初衷相违，因为重在学术性和艺术性，最根本的就是重在艺术作

品的“品味”，否则无以同日益冲斥市场的商品行画相区别。行画往往是用既定的题材、既定

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技艺逼真、细腻几近于繁琐地批量“生产”，它所认定的价值便是出售，是

投画商之所好，并不过多考虑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性。当然行画中不乏技艺精湛的高手，但

是没有“灵魂”的东西，最终是不会被多数人认同的。最近从香港的艺术品拍卖情况看，一些

真正具有深厚的绘画性和思想性的油画作品的价格首次参加拍卖便升至10多万港币，这些作品

主要是出自几年来不懈探索中国现代艺术的中青年画家们之手。此外，在世中国油画家的作品

最高售价已近18万美元。这一切都无疑证明，真正着眼于高品味的艺术作品，方能与世界对

话，那种程式化、学院化、缺乏独创性和思想性的作品，现在以及将来，都证明是不能承担对

话的职能的。 

    在当今社会，艺术品进入市场这是势所必然，我们不反对艺术品的售出价格的高低，但是作

为艺术家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艺术的真正目的，始终是无利害关系的，艺术家只是千方百计地

争取展示自己的作品，而出售作品始终是某种次要的东西。我总觉得，创作自由的首要条件，

正是把创作作为生存的手段。一位艺术家要得到承认，还在于艺术批评家如何正确地把艺术家

介绍给观众，为此我以为确立艺术批评的标准，建构批评的体系，开展对于批评的批评，是大

有益处的。在当今的中国画坛，批评的意义和作用刚被认识，批评家的自身修养和批评的权威

性、指导性并未真正步入科学的制度化的状况，批评的失误、粗率也有发生，而说好不说坏的

急就章式的评论更是屡见不鲜，这种不着痛痒的议论，谬种误传，误人不浅，应下大气力克

服。 

    油画语言的探索，在这几年有了新的发展，取得了不小的成果，这一点在看了这个展览后会

给人深刻的印象。有些中青年画家经过多年的反复摸索，已基本形成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在

风格上已卓然自立。比如获金奖的王怀庆，一直在探索简约的物象形式在油画画面肌理中的视

觉效果的内涵意蕴。在他的获奖作品《大明风度》中，传统油画的构成因素的色彩、线条和构

图，被一种几近图式化的画面构成所取代：传统的透视法则和光线原理，消融在耐人寻味的暗

黄色背景中；几条劲健有力的黑色条块，构成了一把明式木椅，它坦然地立在画面的右边，占

居了整个画面的大半个部分，它与暗黄色的背景相对立，却又在心理上相呼应。王怀庆的画，

在色彩上的确没有任何艳丽夺人之处，在构图上似乎也是基本上“循规蹈矩”的，以致有人疑

问这画何以获得金奖？记得毕加索曾经说过一句至理名言：“我不寻求，我只发现”。这是他

在谈到自己的艺术形式时说的。这句话绝妙地说明，对于天才的艺术家，形式都是自发的，必

然的，个人的，是他想传达的思想情绪在某一特定时刻的自然结果，所谓“瓜熟落地”、水满

流溢，就是这个道理。观赏王怀庆的作品，我强烈地感到作者倾注于画中的精力和心血，远非

常人理解得那般少。在这幅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画里，那笔触中的细微的变化和同类色彩的巧

妙渗合，带给我们的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感，仿佛数千年的声色事变，在咫尺的画布里被

定了格（它不是在视觉上被定了格，如果说有格，也只是一把明式家俱椅；而是在观者的心理

上定了格，它具有一定的指向性和隐喻性）。面对这幅画，所谓“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

动容，视通万里；……”（《文心雕龙-神思》），此之谓也！ 

    评价一件作品的艺术价值，不在于它的风格形式是写实还是抽象，是复杂还是简约，是鲜艳

还是沉着，表现技巧是细腻还是率意，……，而在于它是否是作者真情实感的自然流溢。如果

是情感所需，即使是大红大绿也毫不犹豫；若非如此，而仅仅是一己之偏好，则大红大绿毫无

价值。在画展中，我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即有许多以人物为主的油画中，人物的衣着和周围

的环境，都赋以红、蓝、绿这几种基本的色彩，而且每一种都用得那么恰到好处，烘托着整个

画面的气氛。李天元的《冶子》一画，女主角身上穿的红毛衣红得是那样纯正，仿佛是一团灼

热的烈火，要吞噬周围蓝色调的空间背景；自由率任的笔触刻划出她对镜梳妆的瞬间神态，神

态中流露出自信而又顾盼妖媚的狂野之情。这红、蓝色彩和扣人心扉的神态面色恰恰吻合了作

者的创作意图，显得十分自然、谐调。除此而外，诸如刘明的《坐福——满族新娘》、刘心河

的《沂蒙正月》、严龙的《盛装》等等，也都取大红色为人物形象衣着的颜色，并辅之以天蓝

色或翠绿色的天幕、山野背景。这或许暗示着当下中国油画在色彩上的一种倾向：注重于色彩

的原初性和纯正性，发掘以往被过份强调的中间色掩盖的色彩原质的视觉语汇，而这些属于原

质状态的色彩的有效应用，恰到好处地与现代人在视觉欣赏上对色彩的亮度和饱和度的要求。

这是不是一种不谋而合，我尚不便妄加定论，但是艺术家对色彩的敏感往往能引起一阵新的时

尚的欣起。细究起来，前些年，无论是写实油画还是抽象油画，怀旧感伤的或者反思批判的，

因重在绘画对时代和社会所具有的作用力（换句话说，给画注重其对社会负有的社会文化内

涵），所以在画面的色调上显得比较沉稳、严谨；而近两三年来，随着本土的乡土文化的再发

现，艺术家们不再以此类题材来对往昔的岁月唏嘘再三，而是真真实实地通过对乡土文化的形

式和色彩的仔细品味，用绘画语言本身的视觉效力说话，于是乎最能反映民族文化基质的几种

色彩原质自然就不约而同地被发现和运用起来，所以说色彩的选择也是时代文化的选择的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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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格上独具特色的油画语言的确立，是艺术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他从自发状态向自

觉状态转变的分界岭。每一位成熟的艺术家的作品，其风格形式和表现技巧总是形成一定的样

式或者说图式，这种样式是他的艺术品味和艺术风格及表现技巧的体现。此次年展在初选作品

时，发现送来的作品有许多是追摹某些画家的样式的，但是在表现技巧上却又粗糙不堪，这反

映出时下油画界不注重画家自身的真实感受，追赶行画潮流的急功近利，脱离生活的情况是明

显存在的。我以为艺术作品既然存在，既然具有了其样式的意义，自然允许有其客观普遍的传

播效力存在，但是对于样式的独特性和个性，不少艺术家却缺乏清醒的认识。追摹某些画家的

样式，必须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认同和共鸣，而且必须是出自自己的表现手法才能具有艺术感染

力，非此则必然是东施效颦，误己也害人。不唯在年展评画时发现这种现象，其实由于这几年

来艺术市场的一些不正常的情况存在，许多有责任感的艺术家和评论家早就给予了极度大的关

注，人们担忧商品意识的过多浸透会给正在走向世界艺术最高殿堂、确立中国艺术的民族地位

的中国油画产生不良的副作用，影响了中国油画的艺术品味和中国气派，此次大规模的年展便

是作为中国油画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中国美术家协会油画艺术委员会挑头主办的大型展览，

鲜明的宗旨和严谨客观的标准，给中国油画以及其它画种的展览等活动开了个好头，期望大家

都来关心中国油画的发展，开展有效的艺术批评活动，追求纯净的艺术品味。 

（原文发表于《画廊》1992年，总第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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