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术 ， 顾名思义就是美的塑造 ，
如果脱离了这个原则就不叫美术， 美
术的功能就是要给人以美的享受。

美是多种多样的 ， 有写实的美 ，
夸张的美， 抽象的美， 装饰的美； 也
有粗犷的美 ， 细腻的美 ， 抒情的美 ，
恬静的美。 百花园里， 牡丹好， 丁香
也好。 如果只是一花独放必定是索然
无味的。

美术不能离开美的范畴， 否则就
变成丑术了。 人类生活需要美的滋润，
美的作品让人心情舒畅积极向上。 丑
陋的东西使人消沉、 颓废。 不能称得
上是艺术品。

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发现美

美不是空想出来的， 它存在于生
活的每一个角落。 这就需要艺术家去
观察、 去发现， 发现美不容易， 创造
美则更难， 难就难在如何把握好美的
尺度。 平淡则无味， 过火又造作。 从
生活中去寻找、 发现、 提炼、 创造美
的作品。 给社会不断地创作出丰富多
彩美的精神产品来， 是艺术家的责任。

毛泽东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
中就指出， “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唯一
源泉， 文艺要从生活中来， 要源于生
活， 高于生活。 文学艺术要比生活更
典型， 更强烈， 更集中， 更具有代表
性”。 古代画论里也有 “搜尽奇峰打草
稿”， 六法里有 “应物象形” 等等。 这
些都是强调艺术要从生活中来的重要
性。 艺术家创作的源泉首先来自于生
活， 艺术本身， 就需要大量的和经常
不断的从生活源泉中吸取营养， 积累
素材， 然后才能进行创作。 我们的素
描和速写在创作上是很必要的。 但这
只不过是素材， 画家必须通过这些东
西在自己的头脑里形成一种概念， 然
后再加以艺术的夸张， 使之比生活更
集中， 更强烈， 更概括， 更美， 古人
也总结了一条提炼绘画的方法， 面对
大自然 “触目纵横千万朵， 赏心只有
三两枝”， 就是说对大自然要提练和取
舍， 只画它最美的那一部分。

当然生活中的美只是一种天然的，
原始的， 没有经过修饰的。 要把它上
升为艺术品， 是要经过艺术家的劳动
和再创造， 好的艺术品绝不是凭空捏
造出来的， 那种闭门造车的做法， 是
不可能出好作品的。 美妙的音乐让人
悦耳动听， 美丽的画面使人赏心悦目。
美术无论什么画种， 不管是油画、 还
是国画、 雕塑、 版画、 漫画、 变形还
是写实、 抽象还是具象、 无论哪种表
现形式， 都离不开对美的追求， 美的
塑造。 总之应该使人看了之后得到一
种美的享受。 这样的作品才能算得上
好作品， 追求美的塑造是我一生的奋
斗目标。

作为女性画家， 我对妇女和儿童
有着特殊的感情和理解， 表现妇女儿
童题材的作品是我的特长， 我觉得她

们中有很多美的画面可以表现。 我的
作品主要是从生活当中汲取营养， 汲
取生活中美的元素。 但绝对不是像照
相机一样照搬生活， 而是对生活的充
分观察和深入理解， 经过消化吸收对
生活美的再现。

作为一名专业画家， 平常养成了
观察生活的习惯， 比如走在大街上或
在日常生活当中， 发现某个很入画的
女人、 小孩， 或是很美的景色打动我，
我会认真细致地观察， 同时有条件的
情况下， 还得画些写生。 把美的瞬间
记录下来， 作为我创作的素材。 没有
生活中的素材就如同无源之水。 创作
出来的作品肯定是枯燥乏味概念化 ，
不能打动观者， 只有从生活中来的东
西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 当然一幅优
秀的艺术品光有巧妙的构思， 而没有
高超娴熟的技法也是不能完成的。 古
人留下的传统技法我们需要继承， 但
是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 绘画在技法
上也要不断创新。

表现手法三部曲： 写实———
变形———写实

我的作品在表现手法上经过写
实———变形———写实的过程 。 八十年
代初中国美术馆收藏我的 《摇篮小曲》
等四幅创作， 以及入选第六届全国美
展的 《巴山新市 》， 都是属于写实风
格。 后来转入变形夸张， 变形这个词
我认为不太准确， 准确的说应该是叫
艺术夸张。 艺术是需要夸张的， 夸张
后的东西让人感觉更强烈， 更具形式
美。 十多年前大家了解我的作品大多
是略带夸张变形， 富有装饰意味的工
笔人物画。 1997年6月我应英国妇女博
物馆的邀请去了伦敦， 在那里我参观
了英国国家博物馆， 博物馆里大部分
是写实人物画 ， 从15世纪到19世纪 ，
欧洲许多著名绘画大师 ， 像伦勃朗 、
安格尔、 梵高、 莫奈等人的作品， 以
前只是在画册中见到过， 那次有幸目
睹真迹， 大开眼界， 对我产生了极大
的震撼。 我感到我以前的变形夸张风
格虽然很新颖， 很有趣味， 但是在人
物的内心刻画形象塑造方面很受局限。
我受过美术院校多年的写实训练， 有
着深厚的写实基础。 要表现大幅的人
物画力作， 还必须用写实手法来表现
才有力度， 才能充分表现人物的内心
世界。 从英国回来之后， 我就开始往
写实方面转了， 1999年入选第九届全
国美展的作品《竹韵》又是我转回写实
的拐点。但是这种转变并非简单意义上
的转变，和我以前的写实作品又有很大
的区别，无论从造型和表现手法上面都
有了质的飞跃。以前很多学过素描的人
在宣纸上画的也是素描，没有把它变成
中国画，如何把素描的造型功夫转变成
中国画的笔墨，这是很多画家多年来研
究的课题，这些年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
探索，目前总算取得了一些成绩，笔墨

当随时代，新的时代就要研究新的表现
方法，但是中国画不管它吸收多少新鲜
血液，也不能在宣纸上画西画，它仍然
是中国画。 有时也有点像科学实验，一
种新的手法也要经过反复实验才能成
功。 我比较喜欢尝试一些新的东西，路
总是人走出来的。

我现在画的这种小写意是从工笔
画中演变过来的。 工笔画能刻画得很
深入细致, 色彩也很丰富。 但是它由于
受到熟宣纸的局限， 画不出水墨淋漓
酣畅的那种韵味。 我们祖先发明了生
宣纸这种材料是一绝！ 水墨能在生宣
纸上产生无穷的变化。 但是生宣纸要
画精致细腻的东西就不好掌握。 所以
传统的中国画是把工笔和写意截然分
开的。 前几年我在中国画和西洋画色
彩的融合方面找到一些办法， 后来我
又想能否把工笔画的优点和写意画的
优势两者结合在一起岂不更完美。 齐
白石的作品给我很大的启发， 他先在
生宣纸上勾出非常精细的草虫来， 然
后再用泼墨画上几笔， 感觉画面收放
有致极具艺术魅力。 我就想为什么不
能用在人物画创作上来呢？ 于是我又
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 通过多年来的
艺术实践，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
“艺海无涯” 后面的路还很长， 还要继
续攀登。

绘画要有诗的意境

我平时除了画画之外还喜欢音乐，
诗歌等其它艺术门类， 我认为艺术是
相通的， 多了解其它姊妹艺术对绘画
是很有帮助的。 艺术的本质是 “情”，
创作一幅作品首先自己要动情， 要想
感动别人首先要打动自己。 中国传统
的人物画就强调， “传神” “以形写
神， 形神兼备”。 传神并不局限于人物
面部表情， 一个动作， 一个场景也能
传神， 也有感染力。 美并不局限于传
统的视角形象， 有时 “情” 也是一种
美， 生活当中一个老头满脸的皱纹你
会觉得他很丑 ， 但是你把他画出来 ，
画得栩栩如生就会觉得这幅画很美。

我比较注重意境的渲染，创作每一
幅作品时我想的不是怎样去画，而是把
它当成一首音乐， 或是一首诗歌， 这
幅画是轻音乐， 那幅画是钢琴曲……
“迁想妙得 ” 就像一名演员要进入角
色， 画家画画也是这样， 只有这样画
出来的作品才能打动人给人以美感 。
人物的刻画与环境的处理要协调统一，
画家既是演员也是导演。 要想画好画
要提高多方面的修养， 一件好的作品
应该是画家本人真挚感情的流露， 画
家画到一定的高度， 就不仅仅是表现
技巧了 ， 而是画家全面修养的再现 。
美的图画源自生活， 高超的技艺是塑
造美的前题， 情感的抒发是美的升华。
有句话叫做 “功夫在画外”。 一个优秀
的画家， 要注意提高全面的修养才能
使自己的作品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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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卢平

谈谈谈谈如如何何欣欣赏赏绘绘画画艺艺术术

主讲人介绍：
卢平， 现任北京画院国家

一级美术师、 中国美术家协会
会员、 中国画学会理事、 北京
中山书画社社长、 中央文史馆
书画院院部委员、 北京市妇联
三胞联谊会理事。

她的作品在继承传统的基
础上， 融汇中西， 具有强烈时
代气息 。 以女性特有的感情 ，
画了大量表现农村、 少数民族
妇女、 儿童的作品。

百余幅作品， 入选国内外各
种大型画展 。 2005年10月 《母
子情》 参加 “神舟六号” 飞船
搭载书画长卷 “神舟颂” 入太
空， 后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蕉林飘香》

《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