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扎根在沃野之中
——第二屆“四川美術學院油畫、版畫展覽”觀後

洪波

四川的同志請我淡淡對四川美院赴京展覽的看法。我也就不 

拘文章格式，隨想隨說。因考慮到篇幅，僅就影響面較大的油畫 

談黙感受。

從一九八二年四川美院油畫展以來，在完成敎學任務的情况 

下，僅僅事隔兩年，四川美院這次又拿出這麼多作品，是很不容 

易的。四川美院辦得有朝氣，敎學有特黙。其特黙就是，旣不放 

鬆基礎訓練，又極端重視學牛.創作，並將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 

强調深入生活，很多老師、同學都有自己的生活基地。這次展出 

,多數作品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題材多樣，表現生活不雷同， 

就很說明四川美院辦學的特勲和成績。

牛.活是藝術之源，四川美院的敎學法，是符合藝術規律的， 

也是延安傳統的繼承與發揚。延安魯藝就很重視深入生活和敎學 
創作。魯藝的敎學是"三三制”學習三蒲月，到前方三個月；敎 

師和學生一起搞創作三個月，出了〜大批優秀的藝術家。古元、 

彥涵、羅工柳、卜:式廓等，古元二十歲就進魯藝，學習期間就出 

作品，刻了〈開荒》、《播種》、《秋收》等，被徐悲鴻譽爲” 

中國藝術界一卓絕之天才”，古元的成長離不開自己的天資和勤 

奮，但主要的，還是他在魯藝期間，邊學習，邊創作，堅持深入 

牛.活。黃土高原的雄渾與遼闊，陝北人民的淳厚與質朴，延安火 

熱的戰鬥生活，養育陶冶了他的藝術。

現在，强調這黙很重要，因爲在學習美術的靑年學牛.中，比 

較重視主觀感情的自我表現和形式美的追求，也比較重視古代文 

化遺產的學習，但忽視繼承延安傳統，不願意長久地深人到羣衆 

中去，扎根在中國廣闊無垠的沃野之中，用藝術表現人民的喜、 

怒、哀、樂，表現人民的感情、思想與追求。單純追求藝術的結 

果反而創作不出有價値的藝術。四川美院較好地解決了"藝術之 

源”的問題，有機地把基礎訓練和創作練習結合起來，作品"勢 

如泉涌”，這就是藝術規律在起作用。

以眞摯的感情描繪"故鄕”的風土人情，表現勞動人民的日 

常牛.活，贊美勞動，是此屆美展的主旋律。羅中立的《故鄕》組畫， 

充滿濃郁的鄕土氣息，一看就知道是從生活中來的。畫風質 

朴'全是常見的農村景象，普通的鄕村生活,昏暗的農舍中搓草 

繩的農婦，飮牛時偸看照片的農村少女，守鴨棚的農民。他就是 

從這些平淡的農村牛活中表現了鄕村的和諧、寧靜、恬淡與安濫。 

抒發了他對故土的感情和理解。很像是一首抒情優美的田園詩， 

“唱”出了大巴山農民的勤勞，純朴,敦厚的性格'”唱”出 

了家鄕的水田，草灘，村道和茅舍，"唱”出了作者對"故土” 

深情的愛。

從油畫技法上講，羅中立還不是爐火純靑，還沒有很好地駕馭 

色彩。但他的創作能力，他的構思，構圖，他對牛.活敏銳的感受 

和深刻的觀察力，都是第一流的。有了這些，技法略差，可以以 

情補拙，創作出上乘的作品，沒有這些，基本功再過硬，也難以 

畫出感人的佳作。

高小華的《初春、老林》、《阿卓黑瑪一一昔日火把節的皇 

后》，給我很深刻的印象。前幅作品描繪了彝族山區寒意未盡， 

春意未濃，林中那種淸冷寂寥的景色。老樹根部抽出了條條細枝， 

在晨風中搖曳，一個彝族婦女趕着豬，從林中經過。山區的春 

天來的雖然晚了些，但嚴冬已過。作者的感情是眞摯的，對生活 

的理解和感受是深刻的。他的人像創作《阿卓黑瑪》，達到了一 

個較高的水平，表現了他很好的素描功底和色彩修養。

高小華的作品，設色謹嚴，沉穩，不追求色彩的强烈效果。 

色調淸峻、協調，别具一格，表現完整深刻，沒有浮艷夸飾的 

"小家子氣”格調較高，他的作品在展覽會上是較突出，較有特色 

的。

袁敏的《撕羊毛》和候榮的《織〉，形象的表現了藏族人民 

辛勤勞動的情形，歌頌了勞動的美。在刻劃人物上，强調了形體 

的槪括和完整，講究動態感的生動與眞實。並採用了以繁襯簡的 

方法，《撕羊毛》，以前景卷曲細密的羊毛堆反襯人物的完整6 
《織》則以柔嫩簇生的草地來突出形象的簡潔。作者準確的表現 

了物體的質感，並追求一種單純，質樸的美。這兩幅作品是較爲 

成功的。

以質樸，稚拙的畫風，表現日常勞動生活的，還有周春芽的 

《余暉》和翁凱旋的《春曉》。作者用筆簡潔、潑辣，不拘泥細 

節，大膽取舍。用大筆觸準確地表現了物體的形象和質感。在技 

法和意境上，有自己獨到的感受和追求。像〈春曉〉，作者敏銳 

地捕捉到拂曉時分，剛從睡夢中蘇醒進來的小山村特有的一種矇 

朧狀態，並通過早起背水少女的形象，眞實地表現出來。《余暉〉 

則描寫了一個勞動一夫，返回村莊的女牧民，牧民的形象刻劃 

的很牛.動。寬大的皮袍鬆弛地穿在身上，富有體積感和重量感， 

下部幾條擺動的曲線，給人向前邁步的動律感，人物成正三角形, 

有穩定感。種種感覺的綜合，構成了緩緩的、靜泊的、抒情的 

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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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兩幅作品，在形式上都做了某種探求和嘗試。那麼' 

應以甚麼原則，做爲探索形式感的準繩呢？

作品的形式和內容一樣，也來自生活，來自作者對生活的感 

受和理解。'形式感的產生，不是"天馬行空”的主觀臆想，也並 

非以單純的情感追求爲動因'而是來自人類長期的生活實踐'是 

直感、知覺、經驗長期累積的結果。因此，只有當作者的情感與 

生活的本質融滙在一起，形成和諧的共鳴時，完美的形式，才能 

從再現與表現的統一中萌生。當然.我這樣講'絕不是否定對外 

來藝術的借鑒和傳統文化的繼承1而是講的"源"與"流"的關 

係。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曾評論唐後詩人化用賈島的名詞 

"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時說："此借古人之境界爲我之境 

界者也。然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爲我用。”王國維說的："自有 

境界”就是指作者要先有對生活深刻的感受和認識-然後才能 

"爲我所用”。我們不能脫離生活去借鑒摸仿他人的形式'也不能 

僅從形式的槪括，洗練、色彩、節奏、旋律……品評優劣高下' 

還要從形式與內客的關係上加以判定。就像眞理不能證明眞理' 

認識不能驗證認識，對形式感的檢驗 > 也不能離開其表現內容和 

生活。

對故土的理解和熱愛，是羅中立對《故鄕》組畫形式探求的 

起黙。同類作品還有魏傳義的《娜姆卓瑪〉和朱毅勇的《山里人》 

等。這些作品，用自然，質樸的形式表現故鄕質樸的生活'用 

平凡的語言講述平凡的事 > 很像趙樹理I的小說'當代文學中的 

"山藥蛋派”或湖南的"山茶花派”。形式與內容的和諧統一 > 給 

作品注入了感人的魅力。站在他們的畫前'一種無形的東西會不 

知不覺地融入你的血液，滲入你的感情。這種情感'是作者自然 

地注入畫面，又自然的從畫面流溢而出。創作的靈感並非只有騷 

動和不安，也有心平氣和地傾吐和自然而然地流淌。這使我想起 

托爾斯泰的一段名言 > "眞正的藝術產生的原因'是那想表達日 

積月異的感情的內心要求”"眞正的藝術不需要裝飾'好比一個 

鍾情於丈夫的妻子不需要打扮一樣。”

這次美展，對形式美的探求是多方面的'表現了多種多樣的 

風格。我很喜歡李正康的《雲雀〉。雪白的羊羣像是飄浮的白雲- 

遼闊的草原像是無垠的藍天。沐浴在陽光下的小姑娘'趕着羊 

羣歡快地歌唱。像是一隻快樂的小雲雀'愉快地飛翔在祖國的草 

原上。這是一首快樂優美的草原民歌'歌唱了勞動的愉快'祖國 

的春天，抒發了作者對草原，牧民眞摯的感情和美好的回憶。在 

形式上，作者充分發揮了色彩、線條、構圖的主動作用，運用簡 

潔裝飾的手法，羊羣草原構成迴旋起伏的曲線'形成流動的韵律 

組合，襯以藍綠色調的背景，使畫面情趣盎然-富於聯想'耐人 

尋味，充溢着草原的勃勃生機。作者的想法，是很美，很含蓄的。

龍泉的《基石》'用橫的斜的基石的線'構成採石工----社 

會基石的背景，採石工結實的人體造型'構成一塊有如基石般的 

長方形體。合抱的雙臂和收攏胸前的兩腿'加寬了身體的厚度’ 

使形象具有堅實感，體積感，力量感。形象與基石相結合 > 自然 

的基石和社會的基石相映襯，具有象徵意義。擴展了作品的內涵， 

增强了作品的深度和力度°此外•作者在畫面上巧妙地佈置了 

竹杠的大繩和斧子的曲線 > 起到"破線”的作用 > 給嚴肅的構圖 

加進了一些活潑的因子。作品總的來講是好的'只是壘堆的基石 

有略感壓抑的情緖，畫面的色彩也灰暗了些。■

程叢林的三幅畫，在形式上也作了有益的嘗試。和〈一九六 

八年X月X日雪》比較，畫圖變化較大，運用槪括，提煉的繪畫 

語言，用大塊的色彩對比，賦予形象謹嚴、穩定、明確、嚴肅的 

感覺。表現了作者在尋找一種新的，更適合於抒發自己情感的形 

「式，這種形式，在《同學》組畫中已被有意識的採用過。但也不 

能不看到，這次展出的〈姐弟》'《街頭上》兩幅作品；雖然是 

以彝族人民生活爲題材，但在情感的表現形式上還沒有和所描繪

翻門坎（油畫） 羅中立

的對象協調起來，融合起來，這恐怕是因爲作者還不夠熟悉這個 

民族的心理素質和特徵。我不贊成爲了追求形式的美，而僅僅把 

內容當作表現形式的素材的作法。正確的藝術觀 > 追求的是表現 

與再現的統一，形式與內容的統一。在"統一”中找藝術的語言> 

表達情感的形式。

在這裡，我還想涉及一下張杰的《澆鑄》。作品表現了建築 

工人勞動的情形，用一種鋼鐵的質感，機械的節奏表達了作者的 

某種主觀感受。這種形式和蘇聯藝術家捷涅卡早期藝術風格相似。 

他一九二八年作的大幅油畫《保衞彼得格勒》'就是這種藝術 

風格的代表作。捷涅卡意圖用鋼鐵的質感表現無產階級鋼鐵的意 

志,但由於在形式上過於强調了鋼鐵機械的節奏'反而給人一種 

冷冰冰的，無生命的，無感情的印象。由於這種形式並沒有完美 

地表現出蘇聯國內革命戰爭年代，無產階級激昂慷慨地奔向戰塲’ 

用血肉之軀保衞蘇維埃的戰鬥激情°因此'他的風格受到藝術 

界的批評，指出他對無產階級的形象做了不眞實的刻劃。以後' 

捷涅卡自覺地放棄了這種風格，進行了新的形式探索-獲得了更 

大的藝術成就。"讀史則明”，前人的足迹可以給我們有益的啟 

示。
生活像一條流淌的河，不斷給藝術輸入新的血液，滋潤新的 

生命，激蕩起新的熱情。只要深深的扎入生活的沃土 >藝術創作 

的源泉就永遠不會乾涸。

比較兩屆美展'（即一九入二年和這屆的）特黙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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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地烙上了生活對藝術影響的印記。首屆美展， 

較多地表現了歷史的回願，深邃的思索。十年的動 

亂，心靈的創傷，大地的苦難，使作者從含辛茹苦 

的沉重喘息中尋找"詩”，發出撼人心靈的吶喊。 

這是特定的時代精神和歷史環境對藝術的"選擇”。

而這屆展覽，除保持了上屆從生活中尋找"藝 

術之魂”，不僞飾，講眞情等優黙外，已經從歷史 

的重負中走出來，表現了時代的新面貌，祖國春天 

裡的新生活。

羅中立的《金秋》'突出地表現了此屆美展的 

新特勲。它和《父親》珠聯壁合，構成姐妹篇，形 

象的反映了時代的巨大變化。前者刻劃了一個在困 

苦中被折磨得呆滯、麻木的、勤勞、善良、憨厚的 

農民形象，後者表現了金色的秋天,飽經憂患，歷 

盡艱辛的農民，面對豐收的景象，幸福美好的前景， 

回顧往事，感慨萬端的喜悅心情。緊閉的雙眼， 

流出悲喜交集的泪，胸中奔涌着不息的情感。他想 

到了甚麼……，農民苦難辛酸的歷史在他心頭淌過， 

他高興，高興農民新的解放。被泥土染黑的粗壯 

的手'興奮地擧起噴吶，隨着發自胸肺的氣流，噴 

吶唱出深情歡樂的歌。這幅作品，有着深刻的典型 

意義。在形式上，作者把背景處理成金黃色，表達 

了一種溫暖，幸福的情感，具有解放的象徵意義。 

運用超寫實手法，進行細膩的刻劃，讓觀者禁不住 

反復欣賞、揣摩、品評，久久不忍離去。

馬祥生的《春雨初歇》,描繪了淸爽的春雨過 

後，兩個農民，一老一靑，各騎着毛驢和摩托，在 

路上相逢的有趣情景，反映了農村生活欣欣向榮的 

可喜變化。畫面詼諧生動，意趣盎然，頗有喜劇味 

道。作者不僅形象地賦予畫面春雨過後，淸新爽快 

的氣氛，而且用油畫畫出了"中國風”，表現手法 

很有特色。 y,

張杰《斑爛的世界》，是表現工業題材爲數不 

多的展品中較好的一張。色彩鮮艷，想像豐富。繽 

紛絢麗的花布，像瀑布從歡唱的縫紐機下噴瀉而出， 

流成了一條五顏六色的河，鋪成了一條五彩的路。 

這是條充滿愉快歡樂的河，這是條通往美好未來 

幸福的路。作品構思新穎，手法别致，很像中國詩 

歌中的"比興"，寓情於物，以物咏情。富有浪漫 

主義情調。缺黙就是色彩布局不夠協調，略感零亂了些。

馬一平，劉虹合作的組畫《含笑的山鄕》，另有一翻情趣。 

反映了黨的三中全會後。四川農民“含笑”的生活。四幅中最好的 

是《小Y》，令人過目難忘。《陽春三月》、《大路》富有"四 

川風味”。作品成功的運用了誇張、漫畫式的手法，風趣、幽默、 

詼諧、生動。前幅，維肖維妙地描繪了春暖花開時節，農村理 

髮攤的情形'趣味橫生'令人噴飯。後一幅，刻劃了三個進城做 

彈棉套生意的農民的背影，背部表情極其生動。兩幅作品，嚴謹 

完整，沒色淡雅。在形象塑造上，四川漢代說唱俑的風韵依稀可 

辨。給人以愉悅輕鬆的美的享受。

有趣的還有楊述的《街道》°作者攝取了街道的一隅。從一 

個修鋼精鍋老人的疑惑目光中，凝神注視着變化的世界。過去的 

再不會復得，社會總是在前進。前進中當然也摻雜了壞的，跨過 

去的自然也摻有好旳°可老人從昏花的目光中看到了甚麼？他可' 

能依然懷念着過去的年代，無法理解變得鮮艷的靑年人。這幅作 

品可稱爲"代溝”之作吧。大槪作者用繪畫的語言，把矛盾引入 

畫中，前景，明亮，艷麗，用現代派手法强調了靑年人褲、裙造

上：晨渡（油畫） 黃小玲（女） 

下：猪市（油畫） 雷鳴

型的簡潔和行走的動律感。老人，色調深沉，穩重，用寫實技法， 

在形式上與前景構成强烈的對比。作品形式新穎，富有理趣， 

表現了作者對時代變化的思索和探求。

上述作品依據作者各自不同的生活體驗,從不同的生活側面， 

反映了時代的變化，變革與進步。但如何從作品中更多地反映 

時代，仍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有些同志提出，展覽總的來講， 

反映時代變革不夠，缺乏時代本質深度的挖掘。這種看法，有一 

定的道理。但我認爲，我們不能片面要求作者爲反映時代，有意 

識尋找"重大題材”，而是希望他們扎根生活深處，以自己親身 

體驗和對生活深刻的理解，認識生活的本質，挖掘出：生活本身 

存在的內在因素。"這種內在的因素"往往是和時代精神相一 

致的。戈雅《五月三日的搶殺》；大衞的《馬拉之死》；德拉克 

洛瓦的《自由領導着人民前進》，都不是有意識找到的"大題材” 

而是生活的啟示賦予了他們創作的靈感，相反，如果不是來 

自生活，僅僅出於時代要求的責任感，其作品就會成爲繪畫式的 

標語口號，貼個形象的時代標簽，流於浮淺和虛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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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陽壯河山（油畫） 王嘉陵 昨天與明天（油畫） 符光耿

創作、生活、時代精神三者之間的統一，是創作中不可忽視 

的，而三者之間的紐結，則是生活。生活是多種多樣的'但並非 

所有的生活都可入畫。這就要選擇。選擇的標準有兩條’一是客 

觀的，二是主觀的。從你對時代精神的認識來選擇'這是客觀標 

準；選取最感動你'你願爲之作畫的'這是主觀的依據’兩者的 

統一，就是你從生活中應該選擇的題材。但可能出現另外的情况' 

時代所要求的，恰恰不是你想表現的。你最有感觸的’又反而 

不是時代所要求的。這就是世界觀的毛病'感情出了偏差°但糾 

正《偏差”的方法，不能搞“閉門思過”只能到生活中去。

我講這些話的意思，是希望四川美院的同志'堅持自己辦校 

的特黙，要堅持從生活中認識時代精神'以小見大'以富有生活 

情趣的題材中反映時代。自然'除此還要加强對學生的政治思想 

敎育，培養他們對人民的感情'使他們學會用正確的眼光’選取 

正確的態度，以正確的態度 > 表現生活。

抒發對家鄕故土的熱愛和眷戀之情'是這次展覽選材的另1 

特黙。這些作品，有的舒緩-有的激越；有的恬靜、有的熱烈' 

有的質樸、有的斑爛。構成了一部優美的田園交响曲，雖然風格 

各異，各有追求，却都統一在對巴山蜀水的熱愛之中°

杜詠樵的《晨幕》，追求光與影的效果。冉冉升起的朝日’ 

微泛的漣漪，參天古樹 > 草灘'由近及遠的牛羣’影影綽綽'都 

籠罩在朦朧的晨幕之中。近者通過晨霧'光與影的顫動把自己的 

情感抒發出來'描繪了美麗的田園風光。

而楊謙的《牧歸》則追求一種簡練、質樸、單純的風格°不 

拘泥於直接觀察自然的結果，强調作者對色彩的主觀感受'依據 

主觀意向對自然進行重新的調整和綜合。在描寫上1純化物體’ 

略去細節'捨去中間色和反光'用黑綫勾出物體輪廓'追求色彩 

對比效果。這些特黙，較明顯地借鑒了高更的畫風°和作者八二 

年前的作品《喂食》'《盼》比較，趣味'風格的變化是很大 

的。這說明作者仍在孜孜探求以什麼樣的藝術形式表達自己的思 

想感情和主觀感受。與形成自己個人風格'尙有一段艱苦的思索 

之路P
主觀感受的自我表現 > 是繪畫藝術的本質特徵之一：屠格湼 

夫說：“在一切天才身上 > 重要的是我敢稱爲自己的聲音的亠種 

東西。” ”自己的聲音，”這是極應珍視的，沒有它，就沒有作 

品的個性。但畫家的表現自我不應是任意的1不能走向極端和絕 

對化，要有一個規範a郞紹君在《藝術規律與表現自我》一文中 

提出三條標準，_，“表現自我與力求深刻的反映現實相一致；” 

二，”表現自我和爲人民代言的一致；”三，“創作與欣賞的 

一致。”這三條，我以爲是在創作中應該遵循的°

我很喜歡袁敏的〈遠方地平線》。作品的色彩是比較漂亮的。 

近景的人和伸展向遠方的草原°細膩的筆觸’準確的質感'柔 

美的色彩變化。舒展柔密的草地形象，明朗的天空，都使我記起 

大洋彼岸的畫家安德魯。懷斯的《克利斯蒂娜的世界〉°只是他 

的作品在明媚的陽光下 > 有一層淡淡的傷感’而袁敏的作品’則 

表現了草原人民的自豪感和對草原的熱愛°

情趣，是在日常生活的長河中跳出水面的歡快的"浪花"。 

這屆展品中，有這麼幾朶快活的"浪花”，引起觀者由衷的喜悅’ 

龐茂琨《冬天的太陽》，就是其中的一朶有趣的"花”。作品 

的情趣，表現在對老人姿態'神情維妙維肖的刻劃上。四個老人’ 

抄着手的，插着兜的 > 拄着杖的'背着手的。那悠閑安適的神 

態，那愉快滿足的心理，那種老人特有的氣質和神情’都從畫面 

上流溢出來。作品牛.動，自然，愉快'無雕琢做作之痕’但從構 

圖和形象的刻劃上，可以感到作者用心之良苦。

孫盛的〈食》和羅中立的《翻門坎》有異曲同丁-之妙。一個 

妙在對小描的突然襲擊'胖小子不知所措的神情的刻劃上；另一 

個妙在對止奮力翻過：雄關險隘"的胖小子'圓圓的小屁股的表 

情處理上，兩幅畫，都生動而富有情趣地再現了娃娃們的性格’ 

刻劃了他們憨厚、純潔、天眞、可愛的形象°

表現兒童的作品，還有劉勇的〈遷〉和李正康的〈草原之子〉 

等。這些作品在立意，刻劃兒童形象'表現形式上都是較爲成 

功的。
"情趣”往往是小幅作品成敗的關鍵'有誰願意在無趣的作 

品前留步呢。有趣才能生情 > 動情才能明理°審美不能無情趣° 

魯迅先生在《木刻創作序》中說："介紹木刻藝術第一是因爲 

好玩。”極端注意藝術思想性的魯迅'也決沒有因此而偏廢作品 

的趣味性。美感是以濃厚的興趣爲基礎的°

這屆美展，最令人高興的事情，還是看到繼羅中立、高小華、 

程叢林、楊謙 ' 周春芽 ' 秦明等人之後’又一批有才華’有思 

想的靑年人脫穎而出'逐漸成長起來°像畫《遠方的地平線〉' 

《撕羊毛》的袁敏；畫《豬市〉的雷鳴；《食〉的作者孫盛； 

〈織〉，〈修房〉的作者候榮；《冬天的太陽〉的作者龐茂琨；畫 

I傑題材的張杰、龍泉；〈早上的太陽〉'《村莊〉的作者翁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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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等。這些靑年作畫有想法，有追求，創作起黙高，有發展；顯 

示了 "長江後浪催前浪，一代新人超舊人”的可喜趨勢。曾有人 

認爲，四川美院出人材，並非敎學有方，而是十年動亂，藝術院 

校長年不招生，社會上貯備了一批人材所致。但這屆展出，一批 

新人的出現，證明了四川美院出人材，並非仰仗外部條件，而是 

學院敎學的成績。
我在前面已指出過四川美院的敎學特黙，也作了二些初步的 

分析。這裡我再想談談基礎練習和創作的關係。不過，這個題目 

很大，非本文所能解決，我僅就觀看展覽後想到的談幾黙看法。

一 >基礎練習和創作是對立的統一。矛盾性主要表現在敎學 

的主導思想和敎學時間安排上，統一性則表現在兩者相輔相承的 

關係中。基礎練習是創作的基礎，而創作是基礎練習的目的。創 

作對基礎練習提出更高的要求，從而提供了促進基本功練習的動 

因。而基礎練習又反過來進一步促使創作水平的提高。•過分强調 

某一方或忽視某一方都是錯誤的。因此，在敎學計劃的安排上， 

要特别注意兩者的結合問題，要使這兩個環節有機地銜接起來， 

四川美院注意了這個問題，在敎學上，狠抓了學生的基本訓練， 

另外有組織-有計劃地引導學生進行創作。提供必要的物質條件， 

充分利用課餘等可利用的時間，使學生通過創作自覺地發現基 

本訓練的薄弱環節，並能擧一反三，融滙貫通地把所學到的知識 

靈活地運用到創作中去。這次展出的《碩果》，是初顏軍同學的 

創作，從作品上可以看出他還沒有把素描完全學到家，但他膽子 

很大，敢畫，結果搞出了不錯的作品。基礎訓練和創作的有機結 

合，相互作用，相互促進，是爭取提高敎學質量，多出人才，早 

出人材的一條正確途徑。

二-我在"一”中所說的基礎訓練還是一種狹隘的槪念。從 

四川美院的成功經驗看，我認爲基本練習應是廣義的。還應包括 

培養學生具有鑒賞的能力，也就是善於分析硏究前人，大師的作 

品和藝術風格的基本功；包括具有爲創作收集、分析、綜合，整 

理形象資料的基本功；包括具有感受生活，觀察社會，善於從生 

活中攝取，升華藝術形象的基本功；此外還需要有較好的修養， 

也就是."畫外之功”。因爲，立意、寓意、象徵的構思與提煉， 

莫不仰賴於此。把學生培養成美術創俶材，應是上述諸種基本 

功的綜合培養，同步發展。反之，長年的"單打一”。只抓素描， 

色彩的訓練，學用脫節，目的不明確，就會因長期基本功（狹 

隘的）練習限制束縛學生在創作中自由發展的"活力”；也會因 

缺乏生活和創作的能力，使其學過的繪畫技法無法得到充分的發 

揮；還會對基本功（狹隘的）的訓練產生不利的影響。我曾見過 

有的同學能在一定的時間裡，認眞的把摸特描畫下來，但他對模 

特在一定空間所形成的形象，光源、色彩、透視等知識，知之甚 

少，不知自覺地有目的探討掌握有關規律性的東西。基礎敎學單 

元過去了，輪到創作時，他就感到非常困難，有些甚至要從頭學 

起。由此可以看出，引導學生有目的地進行基本功（廣義的）訓 

練'培養他們具有多種基本功的修養，是很重要的問題。 .

高小華是四川美院最早搞出創作的學生之一。他的《趕火車》 

描繪了上火車的忙亂情形，表現了各種不同身份旅客的心裡活 

動和生動形象，神傳阿睹，栩栩如生。我曾問過魏傳義老師，他 

的作畫過程，魏傳義向我介紹說，他畫中的每一個人物，都是通 

過對生活的觀察，並用速寫和素描記錄下來，作爲創作中人物形 

象的參考。這也就是說，他在學習期間I;就已經有意識的把速寫、 

素描和生活觀察的積累。即記憶形象，表現形象有機地結合起來, 

把基本訓練學活了，這對於我們的敎育工作者硏究基本功與創作 

的關係 > 硏究創作中的完整形象是如何形成的 > 是一個很好的範 

例。

我們培養學生，應注重使學生具有捕捉形象，掌握完整、靈 

活形象的能力。他們不僅應善於描繪任何一種固定姿勢的對象， 

而且在必要的時候，也應善於改變對象的位置，使它符合於統一 

的創作設想。基本訓練的目的，應是使學生掌握那種依據表象完 

滿地自由描繪對象的技能，應以觀察生活，捕捉形象，創作構思, 

綜合、分析，再塑造形象，最後達到完滿地表現形象的自由之 

境界爲目的。

■三，培養學生對生活的理解，對生活特殊黙的獨特敏感性， 

要早抓,不能在完成基本訓練後再抓。而這種獨特敏感性的培養, 

不是說把學生放在生活中去就會自然萌生，而是在創作中，帶 

着各種構思，有目的地深入生活，細心觀察、認眞思索，才能有 

所得，才能在不斷的創作中，磨銳"敏感性”，溝通生活與創作 

的"觸發黙”，逬發出創作激情的火花。否則即使走入生活，生 

活中各種富有情趣,適合入畫的題材也會像水一樣從你身邊流過， 

引不起你的注意，因此，通過創作境養學生對生活的敏感性， 

是培養有才華的美術創作人材關鍵的一環，忽視它，就無法從祖 

國的沃野中挖掘出藝術的礦藏，創作就會因缺乏生活的營養而 
“貧血”，激情就會因失去源泉而乾涸，素描■色彩也就會失去它 

應有的光彩，僅僅是一門技巧，手藝或技能。抓住它，進而抓住 

生活，素描、色彩才能進入藝術的殿堂。

四，是否能在學習期間搞出好的作品，並能大體上掌握藝術 

創作的規律，是學生走入社會，能否繼續從事美術創作的關鍵一 

步。現在各美術院校的學生，都擔心畢業後沒有一個理想的從事 

美術創作的環境。確實，分配的大多數同學，都只能作一般的美 

術工作。並囿於工作之限，一些基本功很好的學生，也沒有再出 

成績。但是，假如在學習期間，通過不斷的創作練習，出作品， 

出成績，就會爲以後繼續進行創作奠定良好的基礎，這樣的學生, 

在任何工作崗位都不可能埋沒的，都會受到社會的注目，他一 

定會脫穎而出，爲自己創出一條通往藝術高峯之路。

我相信，四川美院的敎學法是正確的，並熱忱地祝賀此屆展 

覽的成功，希望你們在以後的敎學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績。

（該文作者爲中央美術學院黨委書記'副敎授）

牛（速寫） 高潤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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