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8日至5月30日，著名艺术家徐青峰将返
回家乡青州，举办“从这里出发——— 徐青峰绘
画作品展”。展出从艺30余年来的素描、油
画、水彩、国画精品近百件。这是时隔31年，
徐青峰首次回到出生地青州，向家乡的父老乡
亲汇报自己的艺术征程。亦是艺术家对自己已
经走过的44年人生的一次全面总结和回望。

走近徐青峰，走进徐青峰的艺术和生活，
你会发现，他就像一块千磨万击的翡翠原石，
慢慢剥去生活和成长赋予的沉稳厚重，内心依
然如初生一般晶莹和纯净。

关于油画：一场战争

徐青峰有多幅为人耳熟能详的经典美术作
品，最广为人知、最多为各界媒体引用、获专
家及观众评价最高的画作，是他的《血战台儿
庄》。

2006年，尚在青岛大学任教的徐青峰，主
动参与了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2009年，经过对1000余件投标作品的筛选，共有
104件 (组 )作品最终入选工程。其中中国画33
件，油画53件，雕塑18件。在53件油画创作者
中，40岁以下、独立完成主题创作的只有徐青
峰一人。其以《血战台儿庄》为题开始参与创
作时只有34岁，三年后完成作品时也只有37
岁，成为本次工程油画入选创作者中年龄最小
的画家。

最终完成的《血战台儿庄》高2 . 5米，长4
米，创作历时3年多。作品以史诗般恢弘的气
质，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敌、誓死血战的英
雄气概和英勇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甫一面世
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这件作品充分体现出了“我”的独特。尤为
值得称道的美学指向是：在人物塑造上，徐青
峰并没有选择表现抗日名将，而是将目光对准
了普通士兵，为画作增添了熠熠生辉的人性光
彩。这种人性观照，是深刻的、与众不同的，也
让作品巧妙跳出了类型化、雷同化的窠臼。

徐青峰在创作随笔中说：“我们这一代
人，是从小看着爱国主义战争影片长大的，这
使得我们心中或多或少地有着理想主义、英雄
主义情结……后来学习美术专业之后，就总想
有一天画一张‘打仗’的画，来弥补自己没当
过兵的缺憾。”通过深入思考，他创作出了一
张独一无二的“我”的战争题材历史画，完成
了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深切缅怀。

关于水彩：一次邀请

高校教师，是徐青峰截至目前担任时间最
长的社会角色。自1994年至2010年，他在大学
校园度过了长达16年的美好时光。在美丽的青
岛大学校园里，才气横溢的青年徐青峰，早
早进入了老一辈艺术家的视野。正是基于一
次来自老一辈艺术家的邀请，在青岛这座以水
彩画闻名的重镇，徐青峰趟出了独树一帜的水
彩画之路。

1996年，在青岛大学逼仄的画室里，年仅24
岁的徐青峰迎来了时任山东水彩学会主席的宋
守宏和副主席陈锡岩两位“大腕儿”。宋守宏
先生开门见山：“这些年东三省出了好几位写
实水彩画家，经常获奖。我们青岛都是写意风
格的水彩，无法和人家竞争，已经好几次展览
没人获奖了。我们仔细研究了一下，觉得你可
以画写实水彩。怎么样？能试试吗？”

从来没画过水彩的徐青峰不禁有些诚惶诚
恐，但又感动于老艺术家的拳拳之心。就这样，
在宋、陈二位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徐青峰用
一盒最便宜的熊猫牌水彩颜料和几支毛笔，画
出了平生第一幅水彩画———《青铜时代》。

这是一幅构图、造型、色调有着教科书般
严谨的写实水彩佳作，先后获得了山东首届
水彩展金奖，全国首届水彩展银奖，并被收
入到《中国美术家全集——— 水彩卷》中。可
以说，老先生慧眼识人，徐青峰不负众望，
一举改变了美术界对青岛水彩有写意无写实
的印象，进一步强化了青岛作为全国水彩画
重镇的地位。

之后，徐青峰又陆续创作了《干花系列之
一》、《故乡》等写实水彩佳作。这些作品填补和
引领了山东的写实水彩创作。这次尝试也为艺
术家个人的艺术创作打开了全新的天地。

关于场馆：一腔心血

2010年，徐青峰离开青岛大学，至2015年担
任山东美术馆馆长。5年间，山东美术馆实现了
从老馆到新馆、从一星到五星、从硬件到软件
的全面历史性跨越。徐青峰亲眼见证、亲身参
与。换个角度观察，如果说《血战台儿庄》是
徐青峰的最知名画作，那么山东美术馆新馆，
则堪称截至目前他经历过的各类社会角色中，
另一件分量最“重”的作品。

山东美术馆新馆于2012年1月11日动工兴
建，2013年10月12日正式对外开放，建筑总面积
52000平方米，设有展厅12个，总面积19700平方
米，能够满足国内外艺术家的全方位办展需要
和各界观众的全方位审美、教育需求。

关注山东美术馆新馆硬件建设的同时，担
任馆长的徐青峰不遗余力地提升软件服务水
平。在美术展览方面，主持推出了“全方位的
菜单式服务”；在公共教育方面，引导开展
“主题参观日”系列品牌活动。在对外交流方
面，积极推动开展覆盖全省、联通国内、国际
的展览交流；在作品收藏方面，带领工作人员
率先建立并实践了全国领先的“立体收藏模
式”；在学术研究方面，支持专业的研究团
队，创办了《山东美术》学术期刊，开展了
“山东美术缺什么？”的学术讨论，出版了一
系列有着重要意义的刊物。

山东美术馆明确“明确职责定位、牢记文
化担当”的立馆宗旨。经过近三年的发展建
设，如今，山东美术馆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众美
誉度持续攀升，成为一个发挥美术作品感人、
育人、化人社会功效不可替代的文化平台，成
为一架当代美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反哺
人民双向互动的文化桥梁，成为一个立足齐
鲁、把握当代、具备国际视野开展学术研究的
文化基地，成为一所不断满足市民百姓空前活
跃、日趋多元、持续增长审美文化需求的文化
学堂。

关于国画：一个偶然

2015年下半年，徐青峰正式卸任山东美术
馆馆长，奉调入京，就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
油画院常务副院长一职。此前，他已经当选第
四届中国美协油画艺委会秘书长。在更高的平
台上，他长期谋划的诸多展览得到了更好的实
践机会。顺而推出了规模宏大的“第四届中国
油画展”。

与策划推出展览的“顺理成章”不同的
是，一次偶然的眼疾，逆向推动了他在艺术上
的又一次突破和创新。自此，徐青峰彻底摆脱
了“油画家”的符号，进入了国画、油画、水
彩等诸画种创作全面并进的新时期。

2015年5月，因长期忙于工作，用眼过度，
徐青峰突感左眼不适，医院确诊为视网膜局部
脱落，后来经过北京同仁医院激光治疗后复位。
大夫叮嘱，近期不能用眼过度，要注意休息。

可是，徐青峰实在当不了“闲人”。画室
一楼的国画案突然让他迸发了灵感：“画中国
画只要不是工笔画，用时都不会太长，方便调
节休息时间。加之从小受启蒙老师国画家杨元
武先生的熏陶，对水墨并不陌生，我可不做闲
人呀。”

有了这个想法后，徐青峰很是兴奋。但是
画什么？怎么画？又成了摆在这位以画西画为
主的艺术家面前的难题。毕竟，西画与中国画
有着完全不同的体系、技法、思维。遵医嘱休
养眼睛的阶段，他想起了曾经被认作“水墨”
的油画黑天鹅。那是他在2015年春天，用时仅
两小时完成的黑天鹅油画速写，作品发到微信
朋友圈后反响很大，很多朋友都诧异，画油画
的徐青峰怎么突然画起水墨了？

那么，既然用油画都能表现出水墨的味
道，那为何不真用水墨试一下呢？黑天鹅成为
他国画中的第一个着力对象。

徐青峰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眼睛、
自己的心灵、自己的感悟。用自己的才华来展
示自己的心灵——— 心画，这才是最重要的。”
在此认知基础上，徐青峰大胆地开始了以个人
内心知感为先的国画创作，他的作品也迅速得
到了国画界知名艺术家的热烈关注。

从学理上看，徐青峰的这次转向和突破，
暗符近代以来艺术家们孜孜以求的中西合璧
之路向，并做出了个人的独特表达。他的国
画，没有传统国画的程式影子，却又传达出
了丰富的当代文人意蕴及诉求；没有落入光
影与透视、造型的西方艺术标准判断陷阱，
却又表述出了浓郁的贯通中西的世界性艺术
视野。

关于故乡：一种挂念

1972年6月，徐青峰出生于山东青州北海舰
队第402医院，先后在前营子小学、西书院联
中、青州一中读书，师从潍坊教育学院杨元武
老师学画。13岁时方随父母迁至青岛。青州，
是徐青峰真正意义上的故乡。

回去，举办一次展览，是多年来很多家乡
父老向徐青峰提出的要求。但是，作为一个对
自己的艺术有着苛刻追求的艺术家，徐青峰总
认为时机并不合适，因为他对自己的作品始终
不满意。

在多次婉言回绝办展邀请后，2016年春，
徐青峰终于下定决心回到家乡，将自己“并不
成熟”的作品向乡亲们汇报。同时，也向给予
自己教诲和关爱的师长、领导汇报。此时的他
终于明了：艺术永无止境，完美永无止境。与
其坐等“成熟”的那一天，倒不如将自己的
“不成熟”坦然呈现，以一次完满的总结与回
望，再踏艺术新征程。

在“从这里出发——— 徐青峰绘画作品展”
中，观众可以看到徐青峰历年创作的素描、油
画、水彩、国画等不同门类美术作品；可以欣
赏徐青峰走过的青州、青岛、济南、北京等不
同地区的人文关怀；可以体味到徐青峰经历的
学生、教师、馆长、院长等多重社会角色的心
路历程。包括《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塔吉
克新娘》、《罐上之冠》、《故乡》、《暖
冬》、《曲阜路街景》、《黑天鹅》等多幅耳
熟能详的名作全将在青州一一展出。

他在展览前言中亲笔写下：“青州是我的
出生地，也是我少年时期成长的地方。在这里
玩耍，在这里背上了书包，在这里拿起了画
笔……是这片土地养育了我。”

家乡父老看到的，依然是那个怀揣“画
家”梦想，对事业(学业)高度负责、对艺术(梦
想)永不满足，如翡翠一般内心晶莹、纯净的徐
青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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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之十六 国画 68×68cm 2015

血战台儿庄(局部)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油画 120×120cm 2012

徐青峰 汉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副院长 硕

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美术家协会油画艺术委员会秘书长
中国写实画派成员
山东省政协常委
1994年油画《我静静的喘息》获“全国

第八届美术作品展”优秀奖(展览地点：中
国美术馆，并赴日本五城市展览)；

1996年水彩《青铜时代》获中国首届水
彩展银奖，入编《中国美术全集·水彩卷》
(展览地点：河北省美术馆)；

1999年水彩《故乡》入选第九届全国美
展(展览地点：中国美术馆)；

1999年油画《天空》荣获中央美术学院
第十届助教研修班毕业作品展优秀作品奖
(展览地点：中国美术馆)；

2003年油画《天空》荣获第三届全国油
画展最高奖项——— 中国油画艺术奖(展览地
点：中国美术馆)；

2004年油画《天空》荣获“全国第十届
美术作品展”优秀作品奖(展览地点：中国
美术馆)；

2007—2009年油画《血战台儿庄》入围
“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
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巡展于上海美术馆、浙
江省美术馆、关山月美术馆、厦门市美馆、
湖北省美术馆、江苏省美术馆、香港展览中
心、大连市现代博物馆；

2008年油画《亲临存在》入选“拓展与
融合——— 中国现代油画大展”(展览地点：
中国美术馆)；

2010年《血战台儿庄》入选“胜利属于
人民——— 纪念中国人民抗战争胜利65周年美
术作品展”(展览地点：中国美术馆)；

2011年油画《青岛基督教堂》入选赴法
美术作品展 (展览地点：巴黎中国文化中
心)；

2012年油画《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入选
“新疆油画全国行——— 情系神州”展览，作
品赴上海、乌鲁木齐、北京、美国、欧洲、
日本、香港等地进行巡展(展览地点：山东美
术馆)；

2013年油画《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特邀
参加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
(展览地点：中国美术馆、山东省美术馆)；

2013年油画《空》入选“中国油画百年
回眸”大展(展览地点；中国美术馆、广东
美术馆、山东美术馆)；

2010—2013组织实施“山东省重大历史
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2013年担任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全国优秀
美术作品展初选评委工作；

2014年担任第十二届全国美展评委；
2014年《一个古老的预言》参加巴黎比

较沙龙展；
2014年参加中国写实画派第十年大展

(展览地点：中国美术馆)；
2015年《空》入选“历史的温度——— 中

央美术学院与中国写实油画”(展览地点：
故宫太庙、江苏金陵美术馆、上海美术馆、山
东美术馆)；

2015年《血战台儿庄》入选“铸魂鉴
史，珍爱和平———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美术作品展”
(展览地点：中国美术馆)；

2015年参加“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
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国画院院展(展
览地点：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博物馆)；

2 0 1 5 年 参 加 “ 寻 源 问 道 ， 美 丽 威
海”——— 中国油画艺委会威海写生展(展览
地点：威海半岛美术馆)；

2015年中国写实画派第十一年大展(展
览地点：北京1+1美术馆、天津市美术馆)；

2015年策划“中国精神 第四届中国油
画展——— 心像·中国写意油画研究展”(展览
地点：中国油画院美术馆、山东美术馆、上
海美术馆、天津美术馆、陕西省美术博物
馆)；

2016年3月油画《塔吉克新娘》参加中
国美术馆主办的“2016中国美术馆贺岁大
展——— 中华民族大团结全国美术大展”。

展览名称：
从这里出发——— 徐青峰绘画作品展
主办单位：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中国

美协中国画艺委会、中国美协油画艺委
会、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山东省文
化厅、山东艺术学院、山东美术馆、山
东省美协、山东省政协联谊书画院、山
东省油画学会、齐鲁印社、潍坊市委宣
传部、潍坊市文广新局、潍坊市文联、
潍坊市美协、潍坊市画廊协会、青州市
委宣传部、青州市文广新局

承办单位：
青州正大美术馆
协办单位：
雅昌艺术网、99艺术网、潍坊丽景

美术馆、潍坊集文斋画廊、青州市顺诚
置业有限公司

展览时间：
2016年4月28日至5月30日
展览地点：
青州正大美术馆(青州市仙客来南

路3800号中国中晨(青州)国际文化艺术
小镇)

展览内容：
素描、水彩、油画、国画作品近百

件

故乡 水彩画 95×130cm 1998浩气凌云 国画 94×179cm 2015

青铜时代 水彩画 95×115cm 1996

《干花系列》之二 油画100×80cm 2003

血战台儿庄 油画 250×400cm 2009

徐青峰：一个翡翠般的想象
——— 著名艺术家徐青峰返乡举办个人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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