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子胄

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美术馆、中国油画学会、
中国美术学院、山东美术馆联合主办，许江、范迪安、
徐青峰担任策展人，郭振宇、贾新伟担任展览统筹，陈
子胄担任巡展策划的“视觉的凝聚——— 杨参军绘画艺术
展”在中国美术馆、江苏省美术馆展览之后，将于2014
年6月10日—19日在山东美术馆举办。

杨参军先生是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教授，也
是中国当代具象表现绘画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一位有影
响力的油画家与美术教育家。在当代纷繁多元的绘画格
局中，他的作品因体现其对“观看方式”的探索、对
“视觉真实”的审问和对日常情境的眷顾与守望而形成
鲜明的绘画品格，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艺术界的关注和
推崇。

该展主要汇集了作者1995年参加“回到视觉——— 具
象表现绘画五人展”至2014年这20年的绘画历程。170多
件作品全面地展现了杨先生在历史画创作、肖像静物和
风景写生等方面的创作历程。

展览由历史、物象、家园三部分构成，在“历史”
板块中，陈列了作者自1989年开始的历史画创作的重要
作品。如《历史的残页——— 南京三十万被难同胞祭》、
《历史的残页——— 戊戌六君子祭之二》、《历史的残
页——— 烟馆之二》等。呈现了作者20多年来，以一个艺
术家独特的视角对中国近现代那段历史悲剧的回眸和表
现。范迪安先生认为，作者以历史意识与视觉方式的统
一，呈现了他的视觉之思。在“物象”板块中，以肖
像、人体和静物为主题，集中展现了作者从1995年开始
的“回到视觉”的心路历程。作者直面对象写生，以
“以物观物”的纯视觉方式描绘对象，表现了作者对
“视觉真实”进行不懈的审问和追求的过程，形成了他
艺术的基本品格。“家园”部分则表现了近十年以来，
他对“本土”情感的依恋，并尝试从体验入手，努力在
观察和感悟中传递“家园”的意境，以及对中国传统文
化精神的感悟。许江先生认为，杨参军心中包裹着某种
丰饶的乡土真情，一方面，他有着一种特殊的“朴”，
另一方面，他守着一份真。

杨参军先生勤于思考，潜心作画，其历史画、人物
画、风景及静物画，无不呈现出笔色纷披、元气淋漓、
光韵生动，浑厚华滋的气象，蕴含着他对西方油画技巧
的深层把握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体验。他将两者进
行巧妙的现代性转换，其作品让一己生命与天命存在在
根性上勾接，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绘画面貌。

■杨参军简历

杨参军：1958年生于安徽濉溪县，1982年获中国美
术学院学士学位，1991年获中国美术学院硕士学位。现
任职务：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主任、博士生导
师，浙江省油画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油画艺术
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油画学会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美
术家协会会员。

■参 展

1987作品参加“首届中国油画展”
1989作品获“第七届全国美术作品展”铜奖
1990作品获“中国油画精品展”特别奖
1990作品获“浙江美术作品展”铜奖
1994作品参加“中国美院进京作品展”
1994作品参加“中国美院油画作品赴香港展”
1995作品参加“法国巴黎国际艺术城联展”
1996作品参加“首届中国油画学会展”
1997作品参加“回到视觉——— 具象表现绘画五人展”
1997作品参加“庆祝香港回归中国当代油画艺术大

展”
1997作品参加“两岸三地油画艺术展”
1999作品参加“第九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2000作品参加“中国油画五人展(赫尔辛基)”
2000作品参加“诗意的空间——— 中国美术学院绘画

五人展”
2001作品参加“纯粹视觉”
2001作品获“表现与超越——— 中国小型油画展”学

术奖
2002作品参加“大地上——— 具象表现绘画作品展”
2003作品参加“携手新世纪——— 第三届中国油画展

精选作品展”
2003作品参加“地之缘——— 亚洲当代艺术展”
2003作品参加“当代国际素描展”
2004作品参加“第十届全国美展”获铜奖
2005作品参加“大河上下——— 新时期中国油画回顾展”
2007作品参加“精神与品格——— 中国当代写实油画展”
2008作品获“全国油画写生作品汇展”优秀作品奖
2009作品获“历史的凝眸——— 浙江重大历史题材美

术创作工程作品展”金奖
2009作品参加“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大展”
2009作品获“第十一届全国美展”银奖
2010作品获“中国小幅油画展”一等奖
2010作品参加“油画艺术与当代社会展”
2010作品参加“研究与超越——— 第二届中国小幅油

画展”
2010作品参加“寻源问道——— 中国油画研究展”
2010作品参加“中国油画院回到写生展”
2011作品参加“天山南北——— 中国美术作品展”
2011作品参加“中国美术学院视觉之象年度展”
2014作品参加“中华意蕴——— 中国当代油画巡展暨

中国油画百年回望”

名家视野里的杨参军绘画艺术
“杨参军绘画艺术展”

将在山东美术馆开展

油画在中国既是让大众喜欢、让青年醉心的艺术种

类，又是人们可以借兹登览历史、体验人心的精神峰

谷。上个世纪初，油画传入中国；新中国成立，油画成

为重要的艺术力量。70年代之后，一代青年油画家迅速

成长，他们以青春的悸动印证艺术教育和人性理想的一

步步解放与拓展。一方面向往油画所代表的艺术人文的

使命与理想。另一方面追随着变革的浪潮，将自身熔炼

成为某种充满奇观与废墟的思想实验场。年轻的油画家

们穿越了民族变革的世纪洗礼，也穿越了全球文化生态

中难以言说的当代剧变。他们回返故园，立足本土，醉

心于中国自己的油画艺术的创造。杨参军正是这一代油

画人中突出的代表。

淮北的广袤大地是参军的乡土，参军的油画总是凝

聚着某种丰饶的乡土真情。一方面，他有着一种特殊的

“朴”，素心，笃实，真率无华，充满对大地的依赖和

情深，却在关键处守着一份真。另一方面，参军又怀有

一种“风”，中原大地上特有的风情万种，喜在热闹的

拥趸中落笔，喜在风尘漫漫中直面云山日出。正是这种

“朴”与“风”的杂糅相叠，使得参军常若“石榴般火

红绽放”，从荒寂中捕捉丰饶，从尘野中打捞鲜亮。那

大地的丰凋兴衰也总是相叠而生，真正领会这种人间世

道的无常与纠结，将赋予人的释然与自由。这正是中国

人的生命乡土，平淡无奇，却充满竞争的天机；苍生无

尽，却总怀生命及时的风候与仙灵。往返于乡土的参

军，正是身负如此生机活契的真率信使。

参军画诸多的静物：生梨果蔬，鲜鱼肉菜。菜场是

他视觉的猎场，参军在这里逡巡狩取的是他自己艺术表

现的花开果香。我见过他画的一片片枯桔，我也见过他
笔下石榴中鲜亮如流血般的挣扎。我知道，那是参军把
自己放入其中的挣扎。参军的静物中最生动者正是那种
烂苹果的醉香，红石榴的盘结，鲜腐鱼的鳞光。在故
乡，在如痴如梦忘我的画境中，参军等着它们的凝变，
而它们却返身发现了参军，发现了他笔下生风的敏感
性，发现了他内在的丰饶。

参军近年来画了众多的肖像。参军的“人”，常有
两种特征。一种是正面而坐，目光直视前方。那前方总
要穿越观者，落在某个心思萦绕之所。那目光中还总怀
着某种敏感和惊恐，仿佛画者正在叙说一个令人惊悸的
故事。这种拷问式的绘画令参军醉心。另一种常见的构
图是侧身，但往往被逼入画面的一角，仿佛人物正酝酿
着某种出逃。这两种拷问或出逃式的构图总在述说某种
不安。参军在彩色用笔中常常有交叉叠笔的迹象，这让
人物更具一份被绑架的症候，最显肉身的生动性感。参
军画人，最生动之处，恰在这种肉身之感。那种捆绑似
的用笔，那种惊悸的目光，那种出逃的紧张，都凝聚着
参军以身体之、将自身置入彼身、以己心体察人心的感
受。并由此获得绘画用看不见的手去推动的生命的触
觉。“若其天放，如是得之”。如若这般的天然放浪，
参军驾驭绘画，醉心宜然。

现在，参军的这些画作悬在了美术馆的大堂之上。
他那浓浓的乡情凝在了春天里，向我们昭示油画的力
量。让我们祝贺参军，祝福这一代孜孜不倦跋涉着的中
国油画艺者们。

视 觉 凝 聚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 许江

杨参军先生展览让我们有了一次全面认识他艺术历
程和创造成果的机会。这里展出的作品只是他20多年来
创作的一部分，但从这数量已经不菲的作品中，我们首
先能感受到一股纯粹的学术气息和他精湛的油画水平，
也可见他长期在油画艺术上投注的严肃精神和极为勤奋
的探索。

在中国美术学院的油画家群体中，杨参军对致力于
“中国油画”的当代发展这一学术路一向抱以坚定的信
念并充满时代的热情。他一方面努力继承前辈画家追求
中国油画现代之路的文化理想，一方面在新的文化条件
下思考自己探索的学术课题，以力求全面的学养形成自
己的思想基础，在“思”与“行”之间建立循环反复的
关联。作为中国美术学院“具象表现绘画”这一研究群
体的健将，他最大的优长是打通历史主题创作、人物肖
像、风景、静物的视觉之思，在一个相互联系的视觉结
构中建立起自己的语言表述，将对历史的沉思与直面物
象的直观结合起来，在“方法论”的探索中深化思想性
的内涵，从而使“视”与“思”同步展开，以“思”带

动“视”的方式，以“视”促进“思”的升华。这样一
种视觉之思的研究与实践之路,体现了一位学者型艺术
家的坚定足迹,也就催生了沉甸甸的艺术果实。

杨参军的作品呈现出深邃的空间，这是一种思想性
密度和历史意识的视觉流露，由此使得画面具有充实的
内涵，洋溢出“意境”的气息。他把画面的空间视为精
神的容器，寄托了自己对于历史、人物、家园乃至日常
生命物象的关切。杨参军的作品也富有浓郁的色泽和色
彩，他以色彩和造型两相并发的才华，将色彩造型推向
了高品质的水平，他在油画的“西法”体例中有意识地
渗透中国艺术的“书写性”，讲究用笔在塑形与表意上
的统一，也是一种将本土文化与学术传统纳入自身智识
与感受系统的文化自觉。

围绕着“视觉的凝聚”这一主题，展出的作品分为
三大板块，在这里，对历史的沉思追问、对物象的直观
构造和对家园的真切吟咏这三个维度形成一个内在逻辑
通融的三角，结构起杨参军的油画世界，这种艺术治学
方式很有启发意义。

视 觉 之 思
□中国美术馆馆长 范迪安

20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出生的画家很幸运，他们进入大学学习
时正逢改革开放的80年代，其特点是中国油画的老中青三代人似乎正在
从同一条起跑线上起步……尽管每一年龄段的人面临的课题不同……
“让绘画回到绘画本身”是大家共同的理想。

杨参军，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艺术语境中成长起来。他有幸跟随老一
辈油画家中的佼佼者蔡亮老师学习，培养了他对绘画艺术的理解和对表
现历史崇高精神的向往。进入90年代后，生活的风尚又不允许画家单纯
从事历史画创作，杨参军在巴黎发现了唤起他心灵中另外一种感受的力
量——— 视觉的意味。于是，他的一系列作品又与现实发生着更好直接的
对话。

杨参军在同年龄画家中属于偏理性的，他对历史主题、现实生活、
自然景观、身边物象的观察、表达，总与“理想”和“结构”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他对油画语言的理解与追求，又总与他不甘停留的探索欲
望互动而行，这些都凝聚于他将油画写实主义的章法，与东方美学的体
悟进行的碰撞实验——— 气韵/色彩、笔法/造型、空灵/体量……在《水
果静物》系列、《居家物事》系列中，一方面，我们能清晰感受到塞
尚、马蒂斯、贾科梅蒂的影子；同时，画面中又逐步强化着一种结构的
力量、抽象的力量，画面愈来愈发流动、愈来愈加融合神韵和形态……
用梦境的语言，表达着对人类现实生存状态的忧思。这里，历史画中形
象的质感、量感开始退居第二位，音乐感、视觉意味成为主体。同时，
杨参军的理性又总是被自身的感性推搡着，他对油画语言的某种体验一
旦启动，便一发而不可收，一组组实验作品随之而生。

一个未经由历史思考的人怎么会有睿智的思想洞察现实？一个对现
实没有反思的人怎会建构一个理想的精神家园？“视觉的凝聚”让杨参
军完成了一个轮回般的思考，未来的杨参军还会在这样一个大的气象里
探索前行，或许在下一个视觉周期后，历史也不再是历史，现实也不再
是现实，都会因为画家的参悟而融汇一种理想状态，这或许就是画家的
内视之境，一个将自我升华了的世界。

历史/现实 心象/视象
立二元以求真
——— 读杨参军油画有感
□山东美术馆馆长 徐青峰

《经世致用——— 明末大儒黄宗羲》杨参军，2009年。

《胡蓉蓉像》杨参军，2006年。

杨参军

家园之七，杨参军，2012年。

大地之一，杨参军，2012年。

家园之六，杨参军，2012年。 杨参军《火龙果之二》，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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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之二，杨参军，2012年。 大地之三，杨参军，2012年。

杨参军《火龙果之一》，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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