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油画获奖提名作

品《艺术的故事》描绘了青年时期的范景中先生与贡布

里希先生的合影肖像，将二人因《艺术的故事》一书结

缘的故事凝聚在油画中。而这段故事，也是中国艺术史

学科发展的故事，是全世界学者、文人推动人文学科发

展的故事。

关键词：写实油画，艺术史，主题性创作

Abstract: Nominated for the oil painting award on the 13th National Art 

Exhibition, the work The Story of Art depicts the portrait of the group photo of Mr. 

Fan Jingzhong in his youth and Mr. Gombrich and coheres with the story that the two 

men formed ties with friendship by the book The Story of Art. Meanwhile, the story is 

also the 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of Chinese art history and the 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ities promoted by academics and scholars arou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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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油画银奖作品

从2009年至今，我艺术创作的主线都

围绕知识分子而展开，从《有涯之生——青

年艺术史学者》到《艺术的故事》，其间正

好10年。2002年研究生毕业以后，我有相

当长一段时间处于比较迷茫的状态，不知该

如何继续从事自己的创作。我跟风式地搞了

一阵子当代，但很快便发现那不是真实的自

己，但依然很不明确。因此，我暂时停下了

手中的画笔转而读书，并于2008年考入中

国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攻读博士学位，我想通

写好。今天看来，我当时为自己所订的目标

是很正确的——论文必须展现出一个专业美

术史研究者的水准。很自然，在日复一日的

工作中，我沉下心来阅读了不少经典，这对

我将来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博士毕业以后，我回到了艺术创作的

轨道并先后完成“有涯之生”系列及《静

坐——与任渭长》《极》等作品，作品大多

以身边的人物为原型，我通过他们来表达自

己所追求的人文情怀。我始终认为，当代绘

画已普遍失去了传统绘画的知识分子色彩，

书卷气与经典性较为缺失。这种书卷气息与

艺术的风格及流派没有关系，它只与艺术家

个体的修养和学养有内在关联。

对绝大多数写实画家来说，大家的内心

其实都有一种历史画创作情结，毕竟我们是

看着德拉克洛瓦、库尔贝、列宾、苏里科夫

等艺术家的巨作成长起来的。这些历史画有

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其主体都是知识分

子，我十分愿意通过这些创作，来表达对中

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敬意，也希望通过历

史画进一步表达我所追求的人文主义理想。

创作《艺术的故事》，是萦绕在我心

中很久的一个愿望。范景中先生是我的恩

师，他对我的人生产生过巨大影响。在中

国，几乎每一位艺术家都多少读过《艺术的

故事》，也由此知道了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

希，这与范景中先生的贡献密不可分。事实

上，范老师通过翻译《艺术的故事》，进而

为我们完整、系统地介绍了一个西方艺术史

学派，也为我们勾勒出一个较为清晰的美术

史的形状。由于曾在他身边学习，我聆听过

很多关于他与贡布里希的故事。在我看来，

范景中先生与贡布里希的结识，是中国美术

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然而，由于20世纪90

年代初物质条件的局限，他们只留下了很少

的几张合影。这些照片十分普通，远远不足

以传递这样的一种分量，于是，我在读博期

间便萌生出创作的想法。六年前，我还在江

西工作时便着手创作过一幅油画，但很不满

意，中途便放弃了。这件《艺术的故事》是

第二次创作，它完全推翻了先前的思路。

我创作《艺术的故事》的根本目的，正

在于表达这样的一种敬意——范老师以三十

多年的不懈努力，从起初一个人，到两三个

人，再到今天的一个学术群体，他们通过

译介西方美术史经典著作，从而推动中国美

术史整体学术水平的提升并力图使艺术史成

（范老师曾赠送给贡氏关于西湖的画册），

它们隐喻着中西文化的沟通，正如同两位艺

术史学者的相识与相交那般。画面最右侧有

一台20世纪40年代的打字机，贡布里希生

前一直坚持用它进行写作。打字机现藏于中

国美院贡布里希图书馆，但它不是太入画，

我于是将其做了改动，使之更符合画面的需

要。范老师手上的书是天津人美版《艺术发

展史》，为了点题，我将它改回原名——

《艺术的故事》。画面最左侧直接挪用了维

米尔名作的局部，后面隐约可见的蜡烛，隐

喻古典文明之光，在西方传统绘画中，它是

时常出现的象征物。最后，画面最顶上出现

了乔尔乔内的名作《暴风雨》（威尼斯美术

学院美术馆藏），它的主题晦涩难解，至今

未被完全解读，正代表了艺术史家艰苦的学

术工作。

至于画面的构图，我最终还是选择了传

统的经典图式。此前我做过很多尝试，但是

它们都显得过于生活化和片段化，并不适合

画面的主题呈现。范景中先生曾形象地把贡

布里希的学术成就总结为一幅三联画，中间

为“再现”，两翼是“装饰”和“象征”，

它们分别对应《秩序感》《艺术与错觉》

《象征的图像》三部伟大著作，而《艺术的

故事》正好将三者贯穿在一起。因而，我的

画面构思也受到过这一启发。

我没有使用两位学者的现成照片进行创

作，形象及动态完全是我个人的设计。我首

先根据贡布里希的习惯坐姿进行构思，力图

体现他睿智博学的风度。范老师直到20世纪

90年代初期才有机会与贡布里希会面，那时

的贡布里希爵士已经80余岁高龄，而范老师

年届不惑，故而我将范老师设计为站姿，以

体现译者对前辈的敬重。在创作时，我有意

将贡布里希画得稍显年轻，而范老师则更为

接近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形象。由于缺乏可直

接利用的照片，人物的刻画颇费周折，结果

只能说差强人意。

2009年贡布里希百年诞辰之时，我曾

在中国美院聆听了范老师的一场讲座，终生

难忘。而今年创作《艺术的故事》又恰逢贡

布里希诞辰110周年，想来真是巧合，也算

是一种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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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美术史的学习来重新梳理自我，短时间

离开创作本身，去近距离地看看艺术史家是

怎样的一种工作状态。我十分幸运能师从范

景中先生学习，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从他

那里我深刻地领悟到一个道理，艺术创作与

艺术史研究一样，其高度首先取决于研究的

深度和思考的深度，它与风尚无关，更与时

髦无关，问题的关键是对自我的认识。三年

学习中，我真正意义上的作品只有一件，那

就是《有涯之生——青年艺术史学者》，我

几乎本能地回到了自己所热爱的写实绘画，

我的目标很单纯，那就是老老实实向大师学

习，认真研究写实油画的基本问题。画面中

的两位人物是中国美院史论系的两位青年教

师，他们同时也是我的好友，我从他们身上

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是学问上的，还有对

待学术真诚而单纯的态度，这一点让我十分

受益。作品颇受好评，我也很受鼓舞。然

而，博士研究生的学习十分紧张，我没有更

多的时间从事创作，只是一心想把博士论文

为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漫长过程

中所付出的心血，是怎样一段感人的艺术的

故事！而这一伟大事业的起点，正是《艺术

的故事》的翻译与出版，包括我在内的多少

中国学子和艺术家曾受惠于它，实在无法统

计。同样，范景中先生与贡布里希本人的忘

年交往，在我看来，亦堪称一段极为感人的

艺术的故事。作品不仅仅是向两位艺术史家

致敬，也是向文明致敬，向一代坚守理想的

知识分子致敬，它是艺术的故事，更是文明

的故事。作为范景中先生的学生，倘若自己

能表达出这种敬意，作品本身的价值与成败

也就无足轻重。

画面的设计完全属于虚构，但我经过了

精心的安排。画面中心的照片，是贡布里希

爵士的前辈、著名艺术史家瓦尔堡，贡氏生

前一直担任伦敦瓦尔堡研究院院长，瓦尔堡

的照片就放在他的办公室内；贡氏头顶的照

片是他与好友、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合

影。在书柜右侧最顶上，还有一张照片，那

是贡氏与范景中、曹意强、杨思梁在瓦尔堡

研究院的合影，他们对贡氏学术的译介都有

着重要的贡献。书柜中有两本中文书，一本

《玉娇梨》，一本《水浒传》，是我知道的

他阅读过的中国古典著作。其实，贡布里希

所阅读的并非中文版。早在19世纪，《玉娇

梨》《好逑传》便经由法国汉学家雷慕沙和

儒莲，被译介到欧洲，而《水浒传》的部分

章节，也早在1850年由巴赞节译后发表于

《亚细亚学报》第57期。我将它们处理成

中文版本，完全是因为贡布里希曾用汉字书

写过上述著作的书名，这样的处理能更好地

沟通两位学者之间的对话。画面左侧墙上悬

挂着丢勒的版画《忧郁》，它有两层含义，

一是贡氏所推崇的沉思的生活，二是代表贡

氏在图像学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这与贡氏

头部后的拉斐尔作品《帕尔纳索斯山》含义

相同（贡专门写过对这件作品的研究），共

同代表他在文艺复兴领域的崇高地位。此外

的图案装饰，让人联想起贡氏的名著《秩序

感》，同时，它和墙壁上的无忧宫照片一

样，都曾在瓦尔堡工作室出现过，我用它来

暗示一种学术与文脉的传承。至于弗朗契斯

卡著名的《蒙太费尔特罗》等作品出现在画

面中，则完全是由于我个人的喜好，同时，

它也是画面色彩的需要。

画面中还有两个中国元素，左侧是李唐

的《万壑松风图》，右侧是杭州的三潭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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