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笑走红尘 流年旧复新
——— 岳海波绘《黄河边上》

□ 本报记者 李可可

  万里黄河在山东东营入海，它自西向东串联起中国九省区的风土与文明，是母亲河，

是生命河，也是画家的艺术源泉。2022 年初冬，山东艺术学院教授、著名画家岳海波应大

众日报之约，绘制了八尺画作《黄河边上》，参加“足迹·领航——— 丹青绘齐鲁 时代新画

卷名家邀请展”主题创作活动。

主
办

大
众
报
业
集
团(

大
众
日
报
社)

承
办

山
东
新
闻
书
画
院 

齐
鲁
美
术
馆

《黄河边上》 岳海波 248cm×12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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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海波突然想起来，自己跟黄河很熟。
  12 岁在黄河边看哥哥参加横渡活动，那是
毛泽东同志首次畅游长江一周年。
  22 岁在郓城县李集乡的大堤上看长河落
日圆，水田里金光晃眼。那是去参加农业学
大寨。
  23 岁和队友不知深浅地游黄河，游着游着
害怕了，因为上不了岸。那是汛期，河床被冲成
了崖壁。
  原想跟着记忆，相对放松地画一幅与黄河
有关的画，然而抬起笔来，突问今夕何夕，黄河，
你还是那条黄河吗？
  《黄河边上》这幅画里最终没有出现黄河。
岳海波收起自己与黄河的陈年叙话，转而关注
黄河在人身上的映照——— 你站在河边看风景，
看风景的画家在远处看你。
  黄河三角洲是“鸟类国际机场”，每年有600
余万只鸟儿往返，那是母亲河孕育精灵的所在，
是人类止步、痴痴向往的地方。《黄河边上》画面
中人和飞鸟奇幻地交错相融，鸟儿目中无人，无
拘无束舞翩跹，人们心中恋鸟，观之拍之赞之
叹之。
  “现在我们的环境治理得越来越好，黄河三
角洲的生态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生机。”岳海
波说。
  八个人站在入海之处，随意地提靴子、吃香
蕉、拍风景、翻相册，松弛的状态传递出一种暖
暖的安全感。他们是读者的眼睛、大众的缩影。
颇具现代感的服饰，是画家轻按了当下的暂停
键。其中的三张面孔戴着口罩，纪念我们共同
走过的一段历程。三只口罩三种颜色，这是画
家赋予人物的审美个性与自由意志。没有人扛
着专业的摄影器材，功能强大的手机作为一种
一言难尽的存在，此时发挥的作用应该说比较
正点。
  岳老师擅长水墨。若让我们盲猜作品的样
貌，多半会想：定是一片神秘唯美、波澜壮阔的
水域。然而他没有画水。只有三四处，他以大
片淡黄泼汤晕染，不能说那是河水或黄土，更像
是记忆中的一抹色调到此完成了统一，同时暗
暗点题。无论粉衣还是青衣，都在这暖色中安
静了下来。人与鸟此时的相处十分和谐亲密，
是一种理想状态。艺术的作用之一就是把不可
得的东西浪漫化呈现。人类常常矛盾重重，一
方面想要亲近那些美好，一方面又要提醒自己
以止步远观的方式予以尊重和保护。绘画代偿
性地满足了理性世界的那些念念不忘。
  艺术家未必要做艺术的痴儿，岳海波十分
注重生活。有时给他打电话无人接听，是游泳
去了，爬山去了，看外孙去了……只是有一点，
无论他到哪里、多忙碌，都不会停止速写，厚厚
的速写本一摞又一摞，随便拿出一本，是1986
年的。“6月20 号到10 月20 号，四个月画完的。”
他翻了翻另一本速写，说。速写不像骑自行车
那样学会了就永远不忘，观察能力和笔下功夫
必须不断练习。“如果停下了，三天以后就等于
重新开始。”岳海波说。生命不息，速写不止，这
种自我要求已经成了习惯。《黄河边上》有八个

人物形象，基本都是从速写本中而得。构思这
幅画用了些工夫，但画起来还算轻松，正如大家
开玩笑所说：自己临摹自己。
  有一天，岳海波突然思考，为什么单单称黄
河为母亲河而不是其他大河呢？三江源孕育的
水系，哪一条都壮阔浩大、一泻千里。他查阅了
资料，“有记载以来，黄河在2500 多年里大的改
道有26 次，波及范围极广，每一次都是大灾难，
但每一次都给大地带来了沃土。”任何一个顽强
的民族都是在不断的痛苦与挣扎中生存下来并
获得进步的，黄河演示了剥夺与赠予如何并存。
事实上这种并存，每个人都要经历。
  岳海波是经历过生死的人，他完全知道被
剥夺的恐惧以及失而复得的确幸，因此更加懂
得“取舍”的含义，道路变得简单清晰。这种可
贵的生命状态，何尝不是一种被剥夺后的被赠
予？有时，剥夺就是为了赠予。
  十一年前，大众日报组织“铭记当年——— 大
众日报社主题绘画创作”活动，记者曾采访过岳
老师，那篇专访的标题叫《所有的人都笑了》，他
把自己也画进画里，龇牙咧嘴地傻乐。他就是
这样笑着面对一切，真实、温暖、谦虚、平和，不
张扬也不藏拙，自然得如同自然本身。他说，

“这个题材我不大会。”他说，“我这个方法好像
不成熟——— 事实证明确实不成熟。”他说，“哎
呀，反正画一次有一次提高。”
  但他是多么有成就的一位画家，就像入海
口那些飞翔的仙鹤和白鹳，有一种自己完全不
以为意的光芒。作为中国美协绘画与美术作品
保存修复艺委会委员、山东省美协综合材料绘
画艺委会主任，他一直在不遗余力地从事和推
动综合材料绘画创作，尤其面对年轻艺术家，他
永远是那个乐意给他们铺路、扶他们上马的人。
这并不偏执的“执念”里，有两样宝贵的东西：清
醒和无私。
  岳老师最近创作了一组综合材料作品，由
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宣纸做成的简单的白色效
果；另一个铺满了帽子、围巾、睡衣、鞋子、药品、
口罩、吊针等日常元素，也浇成白色。作品的题
目叫《有无》。“乍看上去，它们区别不大。”岳海
波说。
  谁解其中味。
  一个人抓取得再努力，拥有得再多，几十年
后可能都隐入尘烟，有也等于无。因此少一些
妄求，认真活在当下，珍惜生命以及一切美好，
不怕失去，感恩获得，无也就成了有。拥有这种
清醒，人更能放下自己，无私地给予。
  站在黄河入海口，有人会思考它的来处和
去处，想到巴颜喀拉山、九曲十八弯，想到渤海、
东海、太平洋，如漫漫一生的回放与快进。辛弃
疾道：“随巧拙，任浮沈，人无同处面如心。”世界
原本就是这样。我们选择自笑走红尘，看流年
旧复新，剔除没有意义的杂事，留更多的时间去
看大河浩荡，听山风穿林，画人间真实。
  也回忆青春芳华。回忆那些在黄河边水洼
里乱叉一气总能叉到鱼的日子，盐碱地开垦出
的稻田在夕阳下闪着金光，“特别好，特别好。”
岳海波说。

《黄河边上》局部二
或许在画中才可以与仙鹤如此亲近

《黄河边上》局部一
手提包之所以如此之大，是因为画面需要这么个色块

岳海波
  1955 年生，山东济
南人。山东艺术学院教
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
国美术家协会绘画与美
术作品保存修复艺委会
委员、山东省美术家协
会综合材料绘画艺委会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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