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情感•藝術
論羅中立的創作道路

張方震

對羅中立作品的評論，曾經一度成爲美術界關注的中心，直 

至現在'他的作品還經常成爲藝壇議論的話題。這不僅因爲他是 

全國性美展的獲獎者，也不僅因爲他是個多產的靑年畫家，更重 

要的是通過對《父親》、《春蠶》、《故鄕》（組畫）等比較有 

影響的作品的評價-涉及了藝術家如何認識生活、熔鑄藝術的帶 

根本性問題。

對羅中立的作品提出異議的人，出發黙和看法雖各不相同，但 

歸納起來不外兩個方面的意見;'一種認爲這些畫"太低沉”，"反映 

［農村中的落後現象”，甚至還有人懷疑作者的創作動機;另一種 

意見則相反'認爲羅中立畫的是"投合官方胃口"、"政治性太 

强 的 功能性繪畫....。這裹面有長輩的擔心，朋友的商榷' 

也有不是與人爲善的歪曲和攻擊。

羅中立雖然在上大學之前也曾搞過一些創作，但眞正在藝術 

上有所建樹、構成影響-是考入美院後的中高年級及畢業留校任 

敎的近一二年。用這短短的四五年時間來槪括一個作者的創作道 

路還爲時過早。但從1980年創作《父親》到1983年出國前製作完 

成《金秋》> 這四個年頭，是羅中立集中反映大巴山農村生活的 

"高產"期'也可稱作他藝術上的"成熟”期。作爲一個在新中國的 

美術院校培養的具有廣泛影響和一定代表性的靑年畫家，對他這 

重要的創作階段進行剖析-不管對於羅中立本人或關心羅中立的 

同行（包括筆者自己），以及對藝術有濃厚興趣的觀衆，都有一 

定的意義。

（一）
如果說羅中立由一個還不太醒事的中專生投進大巴山摔打是 

由於'‘歷史的誤會”，是一種身不由己的生活，那麼，作爲_個 

美院的大學生重新奔向大巴山，則是出於感情的驅使，一種藝術 

追求的自覺。羅中立是一個敏銳、勤奮的學生，對中外藝術遺產 

的學習借鑒如饑如渴，從不落於人後，低年級時用課餘時間畫了 

大量嘗試現代派技法的小畫，從多方面磨練了技術［但他又是個 
頭腦淸醒的人-決不爲現代派的五光十色所迷惑，而'是篩選其有 

用之處 > 爲自己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服務；在經過了一、二年級的 

構圖訓練和深入生活的基礎階段後，一旦可以獨立地一試身手 

7 >就熱情滿懷地撲向了大巴山。

在那風雲幻變的年代裏-人們的思想由經受磨練而逐步趨於 

辯證和成熟。但十年的失誤也帶來了過激的情緖；"四人幫”被粉 

碎後'人們的感情已無需掩飾，各種觀黙也自然影響到文藝創作 

領域；儘管當時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各種看法， 

羅中立也從未動搖到生活中去熔鑄藝術的信念，並把那來自生活 

的感受和對農民的感情，由衷地反映在自己的畫幅中。這是羅中 

立的作品具有非常突出的鄕土氣息——生活味的主要原因。

有人說："生活味”是一個籠統的槪念，不能說明作品的性- 

質；它旣可以反映健康積極的審美內容，也可表現消極頹廢的情 

緖。是的，如果作爲一個理論的槪念講，它確實有待進一步探討 

的必要，但這匚辭匯在特定時期的廣泛採用，是針對極左路線時 

期美術作品普遍存在的粉飾生活的"假大空”的遺毒，以及西方 

文藝影響帶來的脫離生活的技術游戲，無疑具有肯定的意思，也 

具有特殊的意義。

文藝作品有多種功能。但不管敎育、認識、或審美的功能， 

都需要通過藝術形象來完成。文藝作品的眞實性雖然不是主要的 

目的 > 但它是"善”和"美”的依托，是深刻的思想和作品主題 

的吿發黙 > 是作品賴以感人的主要依據。忽視它，必然失去觀衆 

的信賴-也會割斷作品與欣賞者的情感聯繫，其結果"敎育”只 

剩下板着臉孔的說敎；"認識”變成了乾巴巴的圖解；"審美”也帶 

上虛飾。而生活味是眞實性的前提，不能設想：沒有生活氣息的 

作品還有眞實性可言。車爾尼雪夫斯基說：''再現生活是藝術的 

，「般性格的特黙，是它的本質”，"藝術不是用抽象的槪念而是 

用活生生的個别的事實去表現思想……因爲在自然和生活中沒有 

任何抽象地存在的東西；那裏的一切都是具體的……”因此，作 

品是否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是現實主義文藝區别於其他文藝的 

重要因素之一；而這對於脚踏實地深入生活的作者俯拾皆是的 

"生活味”-到了脫離生活（不管他是甚麼原因）的人那裏，卻成 

了稀有物；而兩種作品的感人程度的差異，就不以作者本人的主 

觀願望爲轉移地明擺着。

羅中立對於大巴山生活，不僅有過去長期"摔打”的積累， 

而且有上大學後幾乎每年的寒暑假以及中、高年級深入生活時期 

不斷重返大巴山的新鮮感受，這種"歷史”的與現實的多層次的 

生活-加强了他對農村的了解，也加深了他對農民的感情。與農 

民白天一起上山砍柴、送糞，夜晚抵足而眠；在一個鍋裏摘包穀 

飯-在一個碗裏喝"老蔭茶”……已成爲羅中立經常的生活內容。 

這種親密無間的生活，是羅中立與農民的感情基礎。"生活是 

文藝創作的逻泉”對於羅中立已經不是一個理論認識問題，而是- 

由衷的自覺行動，從中也使他嘗到不少甜頭，他的不少作品的草 

圖-就誕生在那些烟薰火燎光線不足的草房之中；農民旣是他描 

繪的對象 > 又是他作品的第一批欣賞者與評論者，這也是羅中立 

的畫能夠作到雅俗共賞，人人明白的重要原因。應當說，羅中立 

的作品就是他自覺實踐"生活是文藝創作的唯一源泉”的可貴成 

果。這摯成果，是生活對於熱愛它的藝術家的無私賞賜，而不 

是"隨意而往”浮光掠影的"藝術家”所能企及的。在不少人留 

戀城市舒適生活的情况下，畫家的這種情感和實踐，理當受到讚 

賞和珍惜。

以情感人 > 是文藝的特黙。《父親》的成功，首功於作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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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調動了觀衆的情感，引發了無數心靈的震撼與共鳴'這是一 

幅普通的美術品所難於獲得的。有人說《父親》是舊農民'像楊 

白勞‘像閨土……。我們試想：在1980年的中國美術館，眞的掛 

上楊白勞或閏土的肖像，是否仍具有這種强烈震撼心靈的力量？ 

須知當今的中國觀衆，其思維所系決不同於《白毛女》或《故鄕》 

產生的時代；《父親》的內涵也絕非"楊白勞”或"閏土”所 

能包羅。雖然都同樣是面對農民，只有作者情感的時代特徵才可 

能賦予作品以時代特徵。《父親》決不是反映落後或消沉，更不 

是甚麼"表現農民悲劇的頭像”，它有極其豐富的內涵'風霜的 

遺痕和勞作的艱辛固然極其强烈，但人物情緖的分寸感顯著地區 

别於奴役的哀戚與凄楚；背景金黃穀塲的象徵性和寓意性更絕非 

舊時農民所能據有。美術作品的形象、色彩、情調氣氛的綜合感 

染力才是主題所在。古今早有定論的優秀作品也經不起片面的挑 

剔和無限的引伸加推測。如果說《父親》具有某種批評意義■那 

也不必驚訝，須知作品誕生的年代正是亟待改變農村政策的歲月， 

勿庸諱言，當時的狀况並不是令人滿意的。馬克思說："人們自 

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 

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旣定的、從過 

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社會主義是新舊交替的過渡時期， 

由於歷史、自然、人爲的原因所形成的農村狀况，難道就不敢正 

視嗎！社會主義文藝的敎育與認識作用，必須，也只能通過肯定 

與批判兩個方面的內容來體現。只要這個批判是中肯的、善意的 

（不是任意歪曲或誇大）它就必然獲得廣大人民和黨的肯定和 

支持。極左路線文藝的廉價的歌功頌德和粉飾生活，不僅沒有給 

廣大羣衆提供眞正的精神食糧，而且於社會主義的思想建設帶來 

過多麼不良的影響！這一深刻的歷史敎訓難道還不應認眞記取 

麼?!有人說羅中立的畫是"批判現實主義”，這是混淆界限的說 

法。雖然，作爲十九世紀進步文藝思潮的批判現實主義，在深刻 

地、眞實地反映現實這一黙上與羅中立的作品有共同之處，但一 

個以民主主義思想爲基礎的、以揭露資本主義（以及封建主義殘 

餘）的弊端爲主要任務的流派，絕不可能包含有羅中立在創作中 

所表露的對現實的肯定與熱情的方面：無論是《父親》的堅靱、

《春蠶》的勤懇、《歲月》流露的對犬生的依戀，或《年終》突 

出的對勞動所獲得存款的愛不釋手，（順便再說一句：難道楊白 

勞或閏土可以有存款嗎!？）都浸透着雖然還未擺脫貧困，（這屬 

批判的內容）但是作爲一種自立自尊的人的社會主義的時代特徵。 

這種特徵是羅中立有别於庫爾貝或杜米埃，别洛夫或列賓，以及 

其他批判現實主義畫家的根本黙，也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批判 

現實主義的本質區别。羅中立不少作品中的這種肯定與批判的統 

一-正是他吸引觀衆，發人深省並得到首肯的內在原因。毛澤東 

同志在《講話》中早就指出：人民內部也需要批評和自我批評， 

並把它視爲"文藝的重要任務之亀”。遺憾的是極左路線背離了 

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把文藝創作簡單歸結爲歌頌或暴露兩個 

極端，把創作引進狹路，使廣大羣衆所需要的具有認識和審美價 

値的作品受到排斥，而且使社會主義文藝本該具備的正常的批判 

也變得陌生和似乎難於理解了。

近年來，電影創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反映農村生活的《喜 

盈門》、《月亮灣的笑聲》、《不該發生的故事》等受到農民和 

各界羣衆的歡迎。這些作品不單是肯定生活，同時也不迴避矛盾 

和包含善意的批判。由於內容的多面性、豐富性，才使作品顯得 

立體、動人；那種單一色彩的作品，不僅因爲它不可能深刻地反 

映生活，而且也不符合人們深受絕對化之苦後而逐步眞正形成的 

辯證唯物的思維方式。

評價美術作品，應該主要依據作品的客觀效果，作者談創作 

感受的文字只宜作分析作品的參考，不能替代作品本身，這才是 

公允的評論。有的人却把作品輕輕帶過，而着力抓住作者的片言 

只語'大作文章——羅中立談《父親》創作的初衷，談《故鄕》 

組畫白分構思，都曾被人斷章取義地挑揀去拼凑成自己論黙的注脚, 

這是一種很不嚴肅的文風。製作於1982年前後的《故鄕〉組畫， 

是羅中立近年創作最盛期的作品，有時三、四天就完成一幅。全 

國高等藝術院校美術創作敎學座談會在重慶召開時，不少兄弟院 

校的代表在看到組畫（當時完成了近30幅）和了解其創作速度時, 

都感到驚訝。這是一組從多側面反映農村生活的小型油畫，它們 

質樸、平易、恍若信手拈來，充分顯示了羅中立對大巴山生活的 

熟悉和深情。站在這些畫幅面前，好像在聽大巴山人說家常，雖 

然沒有驚心動魄的事件，但却使你興味盎然，領略到農村生活的 

溫馨。也許，有的作品取材過於瑣細了，所以被視爲有"自然主 
義傾向”。旣然如圧，那就更足以說明羅中立在創作這些畫幅時 

的思想和情感是坦露無餘的了。他發表於《中國美術》1981年第 
:字期的文章《農民和钱的畫》就是有關《故鄕》組畫的輪廓介紹，那 

些如數家珍的描述，包羅了農民的憂慮與歡欣；但其中最動情的 

敍述却是這樣一些段落：

"四川鄉村的”赶塲”……是農村生活的一個午台。幾乎每 

個人都非常興沓，要是老遠瞥見個熟臉，免不了長喝一聲"么爸 

” “二娘”。爾后嘻嘻地一陣唠叨……青年媳婦碰到一起，背着 

人撩開衣襟，讓同伴欣賞她那逢“赶塲”才穿的花衫的花色和質 

地……姑娘考慮的自然是有關自己的一些事。攢下幾個錢，細心 

地用手帕蒙上幾層，逢上赶塲買一塊衣料或一口漆木箱……”

“山上做活，隊長一聲呐喊“歇氣”，大家便圍着一塊乾燥 

的，平坦的地方鬆閑下來。女人奶孩子、納鞋底、給娃兒撒尿， 

不時還和男人們打個笑話，於是一陣嘻笑怒駡。頑皮的中年人還 

會順手揑根草根，往一個打困的耳杂裏輕輕一撥，頓時又是一陣 

哄笑，免不了一塲追逐…農民在這天地裏毫無顧忌，自由自在， 

樂時大笑，哭時大呀，很少有在城裏看到他們時那種拘束感。”

“……曬場上是一片豐收的歡騰，婦女們笑駡，呼喊，手中 

的連枷發出有力的節扌百 孩子歡快的叫■喊、笑聲、嘰嘰咕咕的 

風車、汪汪的狗叫•、亂哄哄地混成一片 。象是一支交响樂曲

，久久地回蕩在月尢下靜靜的山巒之中……”

“……看過山裏人結婚的人是永遠忘不了那塲景的……尢是 

那抬轎進山一幕就叫■人難以忘懷，行進的隊伍前面，由一、二支 

绡呐打頭，吹的調門响亮、冗長。背後是鮮紅棉被裸露地放在夾 

萋上，萬分奪目。再後是兩人抬着的紅漆木箱，末尾就是新娘了。 

全身的新衣裤，因近年城裏時興的確良，鄉里人也愛赶新鮮，所 

以新衣裤大都是這類布料製成……”

類似的描述還有許多，不再多引了。注重作者文字描寫的評 

論者看了這些引文不知有何感想？至少這些塲面和人羣中找不到 

楊白勞、•閏土的影子，就連苦澀的情調也早蕩然無存。我很担心 

這種"精選”法會遭致另一些人對羅中立的責難；如果羅中立的 

描述中沒有除此之外的◎容，恐怕也確實很難分辯有"歌德”派 

之嫌，好在羅中立的文章也如畫幅一樣，旣是一往情深，而又和 

盤托出，毫無隱諱，因而眞摯可信。

有人把羅中立看作中國的"米勒”，這也許就是奉送"自然 

主義”桂冠的原因。其實，在十九世紀的歐洲，"自然主義”並 

不是一個貶義詞，米勒有不少深刻揭示生活本質的作品，所以又 

看人把他稱爲現實主義者。可見自然主義與現實主義，並不像古 

典主義與浪漫主義那麼好區分，有時還只表明判斷者的着眼黙和 

側重黙的不同。如果不是畫種的區别，我倒覺得作爲《故鄕》組 

畫作者的羅中立，更像四十年代的古元同志一也可說羅中立繼 

承了老一輩革命美術家的傳統，那純眞的情感，那對簡朴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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眞、善、美的虔誠描繪和自然平易，不飾雕琢的藝術手法都别無 
袒致•所不同的是抗日時期陝北農村的戰爭氛圍換成了八十年代 

大巴山的寧靜生活O這正是時代特征的反映。也是優秀藝術品具 
有認識作用的原因暑件作品的價値，不完全取决于所描繪的事 

件；題材雖然重大但思想平庸的畫，毫無眞正的價値可言，這類 

畫，在"文革”十年中還見得少嗎？有些看來平凡的生活，却蘊 

寓.［閃光的思想情操和哲理，當然就不能等閑視之了。"生活中 

普遍引人興趣的事物，就是藝術的內容。”我想:作爲激進的民主 

主義者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的這句話，其主旨該不是提倡自然主義 

吧！如果說《父親》、《春蠶》等是深思的結晶，那《故鄕》組 

畫則是感情的流淌，尤如"衆水匯成江河”，靠的是羣體的力量， 

江邊偶爾的水坑-難槪江河的全貌，爲使作品更臻于完美的推敲 

和建議，我相信作者也是樂于接受的。

有人稱讚羅中立構思如《井噴泉涌”，這雖然是藝術的誇張， 

但確實也基于他創作的數量和速度。比起一般人，他似乎多一些 

靈感J羅中立對大巴山執着的迷戀，是他創作永不枯竭的靈感源 

泉。大巴山盡管僻遠，隨着各項農村政策的逐步落實，也在變化, 

敏銳的羅中立是直接感受到的。如果客觀、冷靜地面對羅中立的 

作品-按年代先後編排，我們也不難看出畫面情調的變化（盡管 

反映農民辛勞勤勉的主調沒變）。作爲羅中立出國前完成的最後 

丁件作品《金秋》，是《父親》的續篇，而《金秋》之于《父親》， 

就是明顯的例子：那飽經風霜的臉，那凹凸瘪舊的噴吶，雖然都 

仍飽蘸舊時的遺蹟，但老農的情緖變了，那帶泪的歡欣，加上 

輕矚的紙花-似乎可聞的高亢的嗔吶樂音，渲染着一種深沉的喜 

慶'這是一種飽經憂患的人們發自心底的歡樂，這是近年大巴山 

農民的心情寫照。作爲農民的忠實朋友的羅中立，他不能不爲此 

而由衷興奮，這是創作《金秋》的感情出發黙。由此，我們不難 

看淸：珍惜與表達農民的感情，是畫家創作的一條主線。康定斯 

基說得好："一件藝術品由兩種因素構成，即內部因素和外部因 

素。內部因素就是藝術家靈魂中的感情，這種感情具有在觀衆中 

激起一種類似感情的能力。”這也正是羅中立作品具有感人力量 

的原因。

盡管不同時代對美術有不同的側重，但總的說來：一部美術 

史-就是一部美術與人民的需求相結合的歷史。"爲人生而藝術” 

是歷代進步藝術家的旗幟■也是經受住各種現代思潮的冲擊而以 

强大的生命力立于世界藝壇的現實主義的主要特征。羅中立與生 

活的密切聯系，與農民的深厚感情，推動着他在現實主義的大道 

上前進。如果說得獎標誌着"官方”的肯定，那也是取决于人民 

利益與國家利益的根本一致性，這正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大特黙 

（或号稱爲優越性），談不上什麼"投合官方胃口 ”，羅中立作 

品普遍帶有的：苦澀味”和創作的初衷都足以說明。至於《政治 

性”的强弱■那就看各人的理解r。持上述看法的多半是一些年 

輕的同行（羅中立就曾收到一封寄自兄弟院校的同學將其作品印 

刷品加以丑化的"信”）他們大槪自恃淸高，是沒受"政治汚染” 

的藝術"聖徒"，自然與凡夫俗子的農民之友不可能有共同的愛 

憎，因此也就不必爭個見解的高低了。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在 

當今社會，雖然不宜提倡"藝術爲政治服務”的口號，但也不宜 

標榜藝術就是目的；"象牙塔”里擠不進芸芸衆生，荒島上的魯 

濱遜也難于長久領略那與世隔絕的雅趣！普列漢諾夫有句名言， 

應當引起我們的警覺："一個人對這個世界的關係一旦到了把自 

己的’自我'看作’唯一的現實'的地步，他在思想方面就必然 

成爲一個不折不扣的窮光蛋。”

誠辱，"藝術貴在創新”，這是有所作爲的藝術家們終身進 

取的格言。但對創新的含義又各自理解不同。羅中立非常明確： 

創薪旣包含了形式的探索，也包含了主題，意境等內在因素的開 

拓。他的《父親》無論從內容到形式都使人耳目一新，可以稱得 

上創新的杰出作品。（關於《父親》的藝術成就，筆者曾有專文 
載于《美術》霄九八一年第九期，這里不再贅述）羅中立是重視 

作品內容的 > 但又不是"題材决定論"和"主題先行論"者，也 

毫不輕視形式技巧的探索與追求，他的藝術構思，多是內容和形 

式相互推進的——從主題的需要來尋覓充分烘托內容的形式；反 

過來，往往又由一個新形式的獲得深化推進了主題的開拓。《春 

蠶》是又一個突出的例証：那受到人們一致稱讚的，刻繪得十分 

傳神的白髮，旣是生活的眞實，又閃爍着象徵的光茫；它由初稿 

中作爲老年農婦生理特徵的自在之物，升華爲作品的形象核心， 

這是質的飛躍，包含了作者多少苦心的經營和技法的創造！（羅 

中立旣採用了古典的白底，又借鑒了現代派的不拘一格的工具運 

用一一竟至動用了切菜刀，創造了嶄新的藝術效果，使絲絲銀髮 

旣逼眞又暢快）銀髮刻劃的成功，不僅加强了畫面的感染力，而 

且開拓了意境-深化了主題，使作品獲得了成功，也使羅中立再 

次給人留下創新者的印象。

由于《父親》及《春蠶》等畫均以少見的精細取勝，人們都 

以爲羅中立會輕車熟路地走下去了。不然！《故鄕》組畫又以廻 

不相同的面貌出現在人們眼前一一那運筆、造型的稚拙感，與以 

前的羅中立判若兩人。這是追求泥土氣息和力求不帶修飾味的考 

慮使然。當然，作爲一種新路，畫面效果並不是無懈可擊的；但 

它淸晳地顯示：羅中立並不是容易滿足的守成者，而是一個不倦 

求索的彗險者-這是作爲一個藝術家的極可寶貴的品格。羅中立 

不太滿意他的《金秋》-也正因爲在藝術上沒有取得新的突破。 

確實-創新的意願好定，創新的成果難求！（當然，這里指的是 

嚴肅的藝術勞動）這是大凡搞過一些美術創作的同志都有體會的。 

因此-對于一個作者，要求他在藝術上每件作品都取得突破性的 

進展也是不切實際的。

（四）

撥亂反正後的幾年間'中華大地上，年輕的藝術家如雨後春 

笋般湧現。這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有其深刻的現實和歷史的因 

緣。羅中立等一批嶄露頭角的靑年作者，其自身的聰明才智、生 

活體驗、進取精神是取得現實成就的重要方面，但也不能忽視基 

礎性的各種社會條件：歷來的藝術成果，都是繼承和創新的結合 

物1油畫傳入中國時間不長，解放前的基礎非常薄弱，如果沒有 

老一輩和中年一代藝術家在解放後的五、.六十年代在“基本功” 

上"攻堅作戰”，使中國油畫在技術上扎下深根，就不可能開出 

今天年輕一輩的絢爛花朶；要是沒有“十年乾旱”，社會主義的 

陽光雨露和中外優秀藝術遺產的營養，早已使中國油畫結出了豐 

碩之果。在美術學院，具有中國特色的敎育體系還屬初創階段， 

儘管如此，能夠在短短三、四年中把一批批僅有美術初步知識技 

能的年輕學生培養成在藝術上有所造就的新人，這也充分顯示了 

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國家和人民給予羅中立很高的榮譽，海 

外有的启平論把羅中立等一批年輕畫家描繪成不受“官方”“覊絆” 

破土而出的天才，這些都沒有使羅中立沾沾自喜，自命不凡，直 

至出國之前-仍然謙遜'、執着地每天起早睡晚孜孜不倦於藝術的 

探求-仍然沒有忘記自己是一個還不富裕的需要堅靱苦幹的“父 

'親”的兒子。這也有别於資產階級藝術家一旦成名後易於走向的 

迷醉。

不久前，我院師生的油畫（和版畫）作品應中國美術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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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與藝術 （遐想點滴）

程叢林

人類的情感孕育出人類的藝術。這是我的觀念，在整個藝術 

活動中我最爲之傾心的觀念。下面的五節文字，相互之間幷沒有 

固定的邏輯關係。只是共同涉及藝術中的情感問題。

（—）

藝術家的情感是一面有色的透鏡，外界物象穿過這面鏡子映 

入心裏。存在內心視覺中的物象罩上了透鏡的色彩，浸潤着藝術 

家的情感。接下來的一切藝術活動便是怎樣充分地將內心眞實投 

射出來，形成作品。我們可以認爲，藝術家的整個勞作，分爲兩 

大程序：豐富自己的情感和表現自己的情感。

（二）

藝術家和觀者之間，有一條原則；交流和溝通情感。

優秀的藝術品釋放出作者的個人情感。這種情感旣是藝術家 

的自我情感，也是他意識到的人類情感。它們被人類接納和推崇， 

正是以共鳴爲前提的。

藝術品中的情感分爲兩大層次。一是比較明確比較固定的情 

緖內容，比如喜怒哀樂等。它們在藝術家所選用的題材以及作品 

情調上體現得比較直接。二是情感在演進時顯示出的某種形式。 

喜、怒、哀、樂是情感活動的結果，是相對的終黙。一個人，由 

平靜,轉爲激動或從歡樂變成悲哀，情緒在運行時的節奏和形態是 

複雜奧妙和多變的。這裏，姑且把情感在流動中呈現出的種種狀 

態稱之爲"情感運動的形式”。音樂和舞蹈早已對情感運動的形 

式進行了硏究和表現6而在繪畫中，尤其是現代繪畫也同樣力圖 

對這個領域進行探索，不過是取了流動中情感形成的橫斷面而已。 

我們在許多優秀繪畫作品中所感到的某種滲透畫面各部分的平 

和感'顫動感、舒展感、扭曲感、收縮感、張力感等等，正是對 

情感這運動形式的表現。

（四）

從事藝術應當眞誠。然而衡量藝術品的價値却不能以眞誠作 

爲準繩。

一個投身於藝術的人，在自己的作品中重叠甚至複製了前人 

的勞動成果'無論他有多眞誠，付出的代價有多麼大，他的藝術 

仍然不具備載入史册的價値。要使作品產生眞正的創造性的價値, 

取決於藝術家的勞動是否開發了未經前人表現的人類情感，還取 

決於呈現這種情感的藝術形式是否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

（五）

有這樣一種說法，認爲藝術是現實的鏡子，應當反映生活， 

表現時代的新色彩。

倘若，把這個"新色彩”加個定語，爲“情感上的新色彩”， 

我則雙手贊成熔一個時代，一個民族在磨難之後，旣渴望結束 

那不安的過去，又渴求投入那令人興奮的將來。無論是對往事的 

回憶-或是對理想的嚮往，都同屬於這個時期人們心理上的情感 

活動。這種情感見於藝術，則不免有灰暗低沉的調子，也有高亢 

明亮的調子。兩種調子都體現了人們的情感需要。

當我們抱了藝術表現人類情感這一觀念，則不難理解爲什麼 

許多藝術品描繪的是歷史事物，却使現實中的人們聲淚倶下一一 

因爲情感共鳴了。

邀'再度赴京展出。首都觀衆和文藝界的前輩和同行懷着欣喜之 

情看到又一茬更年輕的學生在成長:不管是龐茂琨的《萍果熟了》， 

侯榮的《織》'張杰的《斑爛的世界》，以及袁敏的《遠方的地 

平綫》和劉宇的《月歸》……等一大批作品，在藝術上雖然都還 

比較稚嫩，但都洋溢着濃郁的生活氣息和流露出年輕作者們對生 

活對人民的誠摯感情和藝術探索精神，反映出社會主義美術學院 

有别於資產階級學院派和現代派的蓬勃生氣。由此也證明羅中立 

的藝術成就不是偶然的現象，也不僅僅基於個人的原因。脫離開 

時代和社會去致查任何一個人或某一項文藝成果，都難免得出片 

面的甚至荒謬的結論。

“四化”建設在前進，農村的經濟形勢也在發生深刻的變化，我 

相信羅中立他日歸國後重返”“故鄕”大巴山時，會更加强烈地感 

受到變化的一切，基於他同農民休戚與共的情感，我們完全可以 

期待他在讚美勞動和勞動人民的主旋律中，奏出更加優美而高亢 

的樂音。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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