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自附中一路而来的同行者，我和陈果

一起在车站通宵画速写的场景，犹在眼前。附

中课程里素描石膏的精微、色彩静物的绚丽、

线描人像的痛快，都在一点点作用、滋养于陈

果自本科以来的人物画学习和创作。

进入研究生阶段以来，陈果有意识地开始了

系列创作的尝试。把新的角度、新的视觉、新的

笔墨，作为日夜追问的索求。而《守艺人》系列，正

是他放手施展笔墨的舞台。在这个系列里，可以

看到造型的考究、笔墨的娴熟、色彩的玩味，也能

在对道具元素的重新组合中看到更多新鲜尝试。

画家的第一个系列，往往带有对自己强

烈的暗示和期许。为艺要攻，也要守。攻守

之间，即是我们同行人各自的方圆。

——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硕士 沈临枫

记者 孙乐怡

“抽象和具象完全是绘画两种不同思维

的语言形态。真实感受，在现实生活里的真

情是最难得的。”这是安滨经常挂在嘴边的

话。安滨一直认为，艺术如果没有真情，就只

能变成一种样式的模拟和追随，仅仅存在于

表壳。因而，在他的绘画中并没有刻意营造

客观的距离感，而是将真情裹挟于画笔。他

画出来的，就是自己的具体感受和情愫，这也

正是他作品的动人之处。

一种有真情的构思

受家庭影响，安滨很小就开始学习绘画。

父亲从事生物研究与教学工作，常常为教学授

课描绘各种动植物标本，这让安滨对绘画充满

好奇。“当时也没有电子幻灯，那些动、植物标

本图纸一捆捆的，全部都是父亲自己画的，从

外形结构到内部解剖，让我印象深刻。”

安滨很幸运，读小学时，被学校选拔到区

文化馆专业的美术训练课上培训，练就了很

扎实的基本功。读初中时，他的美术老师是

我国著名少年版画教育家徐世政，“当时学生

的课外美术学习是木刻版画创作，老师教我

们学会创作的方法。从创作构思、构图、人物

造型去反推基本功训练。”安滨回忆道，“那时

候我脑子里，反复重复的就是老师的这句话，

‘你看到什么有意义的、有趣的事物就画下

来，并赋予画面于寓意。’”安滨说，“艺术创作

体现的是一个人会不会构思，如果你不会构

思，画里也就没有思想内涵、没有故事。”正是

从那时起，安滨学会了创作要有寓意，更明白

了绘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在老师的谆谆教诲下，安滨的艺术天分

得到了很好的展现，作品也常常在报刊、杂志

上发表。1980年，安滨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

江美术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师

从木刻大家赵延年先生。先生一直强调：艺

术创作最重要的两点是真情、真感受，这两点

也让安滨受用至今。

本科期间的版画课程学习对于安滨来说

是扎实的根基和基础，他的作品以黑白木刻

创作为主，同时学习铜版和石版画创作。

1983年至1984年间，安滨为茅盾的小说《林家

铺子》和巴金的小说《家》刻了两套木刻插图。

他用手中的刀刃表达出他对这两部名著的理

解与形象感受，既有对社会现实的犀利剖析，

更是其对文学作品个人解读的情感流露。

一种有诗意的语言

安滨说，“版画始终作为自己的绘画表现

基础方法，它的特点就是对物象高度概括和

汲取：在制作时必须浓缩、剔除琐碎，必须高

度概括到最关键、最具特征的元素。从画面

语言的艺术性处理来说，版画最具有方法意

义和训练功效。”

在他看来，每一个画种都有其媒介的技法

语言，因此他始终以知真识卓的态度去感悟和

研习每一种绘画语言形态，并理解其上端是相

通的道理，能自然地跨越不同艺术媒介之间的

屏障。“把油画浑厚的色层肌理、体感光感，水

彩的透明叠层、渗化的微妙效果，运用到版画

创作，自然他的人物刻制效果就会更有质感，

更丰富。这是一种相互支撑而绝非排斥。”

1997年到2008年间，安滨多次往返英国

去留学、生活，获得了更为清晰的国际视野与

和明辨文化延展的上下文，认识到中西方教育

方法差异的同时，将中国传统人文审美情思与

西方艺术的理性思考和演绎思维相互融合。

从严谨的英国水彩绘画传统与中国古代绘画

中，安滨找到了适合自己精神追求和艺术表现

的方式，并将这种认识和感受，倾注在自己特

有的心境和大量水彩绘画创作过程中。

他的水彩是具有东方诗性和意蕴的文人

风景绘画。色调丰富多变、意气纵横是他作

品独有的特征。他的水彩，更像一首彩色的

诗，他对色彩的敏感犹如一位感情丰富的诗

人，既有东方传统的神思与形色的交融，亦有

西方绘画那种强烈的形式语言力量。

一种有温度的创作

2004年，浮雕《陆地行舟图》装扮在杭州

大运河博物馆外墙体上。这件浮雕正是由安

滨设计创作的。紫铜高浮雕仅人物就有100

余人，隋炀帝、妃嫔、文武百官、士兵、纤夫

……每个人物的神态都各不相同，即便是人

物服饰上的花纹这样的小细节，都经过再三

琢磨，力求完美。

2014年，安滨应邀为“运河圆梦——庆祝

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中国当代艺术名家邀请

展”创作十幅水彩作品，通过对富义仓、拱宸

桥、香积寺等十处景色的生动描绘，将千年大

运河的古韵风姿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那是

一种有温度的创作，画面充满着细腻的人情

味。两度以大运河为母题进行创作，也使安

滨对运河文化有了更多的关注与思考。“古代

的京杭大运河使南北航道贯通，它的价值与

意义是丰厚的，也深刻地影响和推进南北文

化的交融，有很多值得体会和感悟的内容。

今天的‘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战略将会为人

类的经济、文化发展带来历史性的影响。”在

安滨看来，杭州早已经是他的故乡，“我是北

方大连人，求学并工作在杭州，在江南杭州于

我而言也是一种文化滋养，为培养我的学院

与杭州能做一点事是感恩的回馈并自豪的。”

如今，安滨担任中国美院继续教育学院院

长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坚持创作与研

究，他的工作和生活早已紧密联系在一起。

每天下班后，安滨便会抽时间创作绘画，

常常持续至半夜。他最近正在创作的，是一

幅9米长的水彩大画“北疆大巴扎”，灵感来

源于两次北疆之旅：2002年的新疆采风，2015

年又随中国美协重走古丝绸之路，这都让他

感触颇深。大巴扎是新疆的大型贸易集市，

生活在我们内陆地区的人是完全想象不到的

那种壮观的场景。在贸易集市上，养马人为

了显示马匹的雄健，维吾尔族少年们会骑着

自家的马一起来回奔驰在大巴扎的马道上，

引众多人围观，那场面真是令人激动。成群

肥硕的牛羊与拥挤购物的人群构成了十分壮

观的景象。不同的物品贸易、文化习俗、生活

方式，全部定格在当时的那个情景中。安滨

说：“古今流转，令人浮想联翩。”北疆地处中

西贸易通道的中段、有着重商、崇商、经商传

统的新疆又是多民族融合的大家庭，这背后

有着丰富的东西方文化与生活的相互交融和

积淀。丝路北疆是我近期创作的聚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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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滨：追求有真情的艺术安滨：追求有真情的艺术

人物名片

安滨，1962 年生于

大连。中国美术学院继

续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美术家协会水彩艺

术委员会委员，浙江省

版画家协会副主席，浙

江省油画家协会理事，

主要从事版画、水彩画、

油画创作。

主持并完成国家课

题及多项省级课题、省

级精品课程。先后出版

《刀木镌心——安滨版

画集》《安滨水彩画作品

集》《形见神藏——安滨

水墨人物画精品集》《融

合·跨越——安滨水彩、

林琼陶艺精品集》等画

集学术文集，主编《溯源

循流》《观宏探微》《艺道

论域》等学术书籍二十

余种。

作品入选第六届、

第七届（银奖）、第八届、

第九届（铜奖）、第十届、

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

展 及 国 际 性 画 展 、联

展。作品为国内外三十

余 家 博 物 馆 、美 术 馆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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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艺不易 案牍劳形修匠心

陈果，1993 年生于

湖南娄底，2012 年考入

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

人物专业，2016 年保送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硕士研究生，师从尉晓

榕教授。

2014年，作品《原色

日记》参加《巴别：变乱

后的重建》青年展；2016

年论文《大师的临摹课

——李公麟<临韦偃牧

放图>初探》获中国美术

学院优秀毕业论文奖；

2017 年，作品《赵之谦

像》受邀参加“西湖梦寻·
主题人物画展”，作品《守

艺人》受邀参加“青藤传

薪·纪念徐渭诞辰中国

美院硕博士中国画大型

创作邀请展”，作品《男人

体》参加“为中国画”全国

高等艺术院校师生人物

画写生作品展，参与中

国美术学院国画系师生

合作八十米长卷《浙水

共治图》。

（恒庐美术馆推荐）

陈果自述：古来从艺者，常以逸笔草草、

不事雕琢为上品，而视匠作者为末流，因其

流程枯燥，制作严苛，无写意抒情之畅快，故

令人望而却步。为匠之道亦不常为人所道。

良器自有其生成之道，乐器犹然。所

谓技近乎道，匠有高下之分，材亦有良莠

之别，良材佳制缺一不可。树材之新旧、

结构之曲直、工艺之繁简、漆面之厚薄、

打磨之粗细，无一不关乎声响型质。观其

型，察其质，闻其声，品其韵，识辨优劣

不外于此。待上手演奏，乐音缓缓淌出，

时而清丽婉转，时而顿挫沉雄，奏者陶

醉，闻者倾心，此必为良器无疑。

良器自古有之，且不论中西，名匠亦

然。唐时有雷氏一门，精于斫琴，据苏轼《杂

书琴事》记载，雷氏之琴“其声出于两池间。

其背微隆，若薤叶然。声欲出而溢，徘徊不

去，乃有余韵，其精妙如此”。十九世纪之西

班牙，有桑托斯·赫尔南德斯善制吉他，其作

品为塞戈维亚所青睐。近人有谭抒真先生，

演奏制作皆擅，被誉为“中国小提琴制作第

一人”，启吾国提琴制造之蒙昧。制琴之心

法传承有序，及至今日，竟似隐没于商业洪

流。守艺不易，须案牍劳形，耐受清贫，不浮

不迂，谓之匠心。

匠心若此，更何况执笔耕耘之吾辈。浸

淫绘事，冥冥有命，得遇尉师，吾之所幸，当

循此青蓝门径，攀缘不懈，不辱天之所赋、师

之所望、己之所求。基于此念，绘守艺人之

像四帧以自勉。

画得好坏不能怪“博士”头衔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副院长束新水针对

“博士画家画画水平”问题表示，作为画家不一

定要读博士，但是作为一个画家兼教育工作者，

读一个博士就有相当的必要。画家只要能画好

画就很好了，如齐白石等画家恐怕初中学历都

没有的，照样名垂画史。而一个画家兼教育工

作者只是画好画还不够，还必须弄明白画背后

的一些道理，并告诉学生明白这些道理，才不至

于变成作坊里的师傅带徒弟的模式，所以很多

画得不错但理论水平不好的画家很少能培养出

好的学生。这并不是说读了博士理论水平就高

了，也不见得，但画家读个博士至少要多读几本

书，还是有益的，至于博士画得好坏全然不能怪

“博士”这个头衔了。

企业收藏不要太急功近利

知名收藏家郭庆祥认为，艺术家要凭作品

说话，这也是收藏家们要坚持的初心。企业收

藏一定要放眼世界，看得远一点，不要有地域局

限性。高价位成交的艺术品，要考虑是否有长

久的保值功能，四五十年以后是否还值这个价

格。企业收藏一定要理性，购藏的艺术品必须

是将来能被历史检验的艺术大师的作品，对艺

术本身有发展、有创建、有切实贡献的人，他们

的艺术成就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并且要收藏他

们的精品之作。只要有更多的企业参与收藏，

制定严格的收藏标准，参与艺术市场的建设，不

要太急功近利，企业收藏才会有长远的发展。

面对天价需要控制冲动和风险

评论员朱浩云针对黄宾虹《黄山汤口》连过

三道亿元关口，以高达3.45亿元的天价拍出这

一案例表示，这一方面意味着黄宾虹作品的价

格上升空间被打开，同时，黄宾虹作品的民间收

藏也将渐入佳境；另一方面，由于黄宾虹《黄山

汤口》天价效应，日后各地拍卖会肯定会争相推

出黄宾虹力作，甚至比肩或是超越《黄山汤口》

的作品，但是，要奢望像《黄山汤口》的价格成

交，前面齐白石老鹰图的例子恐怕是最好案

例。这一点需要投资者和收藏者注意，理性投

资收藏、控制拍场的冲动和风险至关重要。

挖掘梳理先辈画作是一种责任

天津美术学院教授孙建平近日表示，一位

位先辈画家的可歌可泣的事迹非常令人感动，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被官方美术史提及，因

而渐渐被淹没、被消失、被后人遗忘。他觉得历

史应该对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及在美术史的作用

给予一个公正的评价和位置。有一种责任值得

我们后人去承担，去付出。梳理、挖掘这些多年

被边缘化，被人淡忘的老画家及其作品，把他们

放在美术史应有的位置，是现在人义不容辞的

工作。

大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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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美术百年大展在京举办

7月14日，“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

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这是广东省首次

举办的全面总结广东美术百年历程的大规模展

览，是广东近百年来美术精品佳作的一次集

结。展览精选554件作品，分6大板块展出，从

名家名作到理论研究进行了全面回顾总结。

村上隆藏品分享展在沪举办

7 月 21 日至 8 月 9 日，《鬼才の幼稚世界

——村上隆藏品分享展》将在上海恒隆广场L1

中庭展出。届时，不仅可以欣赏到日本当代艺

术大师村上隆的代表性作品，还将有机会近距

离感受专属村上隆的“超扁平”幻想世界。

声
音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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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人物画的养料来源繁复庞杂。

来自中国画本体的语汇系统已足够精巧细

致，由西方强势入侵的造型和观念也正渐渐

丰富着人物画的厚度、强度和广度。

陈果无疑受到了上述养料的哺育。看到

《守艺人》这组作品，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

判断。画面人物的造型分明告诉观者，作者

拥有出众的写实造型功夫，笔墨勾勒于画面

有所增益。至于画面的构图设色和情境设

置，则显然受到了塞尚以降的西方平面构成

学的影响。杂食的体质使陈果的画面获得了

新鲜的视觉和可供层层读解的信息库，让人

产生丰富且踏实的观感。

虽说陈果这一代人相比前辈人物画家，

卸下了题材、观念甚至语言体系等种种包袱，

但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仍在不断地提出新的

难题，我们期待看到他们新的答卷。

——民间藏家 陈东彦

【藏家说】

杂食的体质，卸下了种种包袱

【朋友说】

话不多，总笑着，有点呆萌。而接触久了，

便能感觉到他骨子里的闷骚：玩摇滚、做乐队，

不事张扬，自得其乐。也许因为处女座的原因，

他处事较严谨，于他所在意的方面几近洁癖。

这两点特质，影响塑造了他如今的创作面貌。

陈果曾描绘过歌手、乐手，近来他倾向于制琴

师的题材。他以一种几近浪漫主义的方式将闷骚

与严谨这两种特质揉进画面，小心翼翼地经营着

颜色的冷暖、肌理的质感，零星点点，如同制琴师执

着于选材、造型、工艺，赋予了材料新的灵魂。

细看画面，具体的场景已经被几何分割

所消解，取而代之的是考究的色彩分布和意

象构成，而人物造型刻画也一丝不苟，情怀中

透着理性。这批作品的画面结构有一种流动

感，这得益于画面或长或短的线段，如同蔓延

的旋律和果决的休止符，并行无碍。爱乐者

能将乐理融于画理，那是一件幸福的事。

——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硕士 陈苗

一个爱乐者，将乐理融于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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