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遵义会议会址》是刘海粟先生
于 1985 年创作的油画作品。入藏中
国美术馆以来，作为刘海粟晚期油画
作品的代表作之一，这件尺幅不大的
油画作品在历年中国美术馆的重要
展览中屡次与观众见面。

1985 年，时年 90 岁的刘海粟探
访了革命圣地遵义，追寻红军长征时
的足迹来到了娄山关和遵义会议会
址。刘海粟感慨万千，提笔创作了这
幅油画《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的会址建筑占据了画
面的主体，笔触随性而凝练；远处的
群山与云朵既界限分明又浑然一体，
仿佛阳光下的光影流动，既有西方艺
术的肌理，又兼具北宋“米氏云山”之
神韵。在处理画面中的主体建筑时，
他在造型上不求绝对精准，兼带传统
中国艺术中的写意精神。而整幅画面
最夺人眼球的是清新明丽的色彩，刘
海粟在色彩的选择上融入其主观性
的处理，大片蓝绿基调中又有清晰可
见色彩的层次，于蓝绿色的主基调中
嵌入高饱和度的红色作为点缀，在联
系西方印象主义和现代主义色彩特
征的同时，亦承接着传统中国青绿山
水的审美意趣。

这幅作品另有一处特色，在画面
右上方的空旷处，刘海粟用红色颜料
书写道：“九十遐龄来遵义，以十分激
动的感情画遵义会议会址。一九八五
年八月廿七日。刘海粟”。之后他又在
此基础上赋诗一首：“遵义萌星火，神
州烈焰新。奇峰辉史册，半祀忆长征。
笠上雨犹湿，灯中火似明。消烟凝彩
雨，壮我中华情。海粟又题。”画中题
跋题诗是传统中国文人画的表征之
一，然而在这幅油画作品中，刘海粟
打破了中西绘画在传统形式上的藩
篱，于不经雕琢之中将心中对祖国大
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凝注于画面。他兴
致所至，以颜料为墨，以画布代纸，抒
发自己胸中的无限豪迈和感慨。刘海
粟在这件作品中，于艺术语言和精神
内核两个层面，都完美诠释了“中西
合璧”的含义。

刘海粟此刻胸中的豪迈自然有
迹可循，他见证了20世纪中国的风云
激荡，并以自己的传奇经历书写了作
为20世纪中国艺术家、艺术教育家的
辉煌人生。他一生在美术教育和美术
创作中的勤耕不辍，成为20世纪中国
美术发展中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并
与其他杰出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们共
同塑造了当今中国美术的样貌。

这幅《遵义会议会址》创作于
1985年，刘海粟先生时年已90岁整，
其毕生的艺术造诣以悠然自得的方
式融入明丽润泽的色彩之中，于波澜
不惊的画面中彰显出浓烈的个人特
质。这种清晰的个人艺术语言形成的
背后则凝结着刘海粟跨越大半个世
纪对于油画创作的不懈探索。

“中西合璧”的先驱

刘海粟的艺术创造力在他早年
学画时便初露端倪。他儿时即对书画
产生浓烈兴趣，8 岁开始学画，在临
摹古画时便不拘泥于成法，所展露出
的艺术天分和创作精神为他的艺术
生命奠定了基调。他在 11 岁时所创
作的作品《螃蟹》入选了第一届全国
儿童绘画展览会，并被印在展览图录
的封面之上。更加难得的是，刘海粟
从少年时代便意识到传授美术创作
的方法和理论的重要性，他在 14 岁
时于家中办起了图画专修馆，虽然只
有亲戚家的几位女孩报名，他也坚持
和姐妹们一起临画、写生和学习。

正是基于少年时对美术创作的热
爱和对美术教育的思考与关注，1912
年11月 23日，刘海粟与几位志同道
合的朋友乌始光、张聿光等，创办了上
海图画美术院（后更名为上海美术专
科学校），首批学生仅12人。当回溯历
史时，可以惊奇地发现这几位热血青
年共同创办的小小的学校竟然是中国
近代第一所美术专门学校。刘海粟任
副校长，当时他只有17岁。

对于刘海粟而言，西方艺术的影
响不仅限于他对美术教育的大胆改
革，更直接体现在他本人的艺术创作
中。当把视线聚焦于刘海粟的油画创
作，会发现一条明晰的线索，他始终
以中国的绘画传统为根基，并不断把
最前沿的西方艺术观念融入自己的
创作。刘海粟终其一生都在探索着打
通中西美术观念壁垒的融合之路，他
的艺术语言也在这条探索之路中不
断变化，愈发成熟，直至终成一派。

刘海粟油画创作的初期也是中
国现代美术的萌芽初发之际，这个时
期的特征即大量西方艺术的图像和
艺术观念涌入中国，不断冲击和影响
着中国现代美术的萌发。在上海图画
美术院成立的最初十年中，西方后印
象主义被介绍到中国，刘海粟在这一
时期的创作也明显参考和借鉴了后
印象主义的创作语言。如 1919 年创
作的《披狐皮的女孩》和《西冷斜阳》，
在色彩和笔触上能明显地看到类似
后印象主义的特点，但也能发现其自
幼所习中国传统绘画创作方式的惯
性依旧存在于画面之中。仅就刘海粟
早期的油画创作而言，可以看出其对
中国传统绘画和后印象主义艺术语
言的融合和转化。

1929年，在蔡元培的协助下，刘
海粟以特约驻欧著作员的身份开启
了为期近3年的游学生涯，这是他艺
术生涯的重大转折。他先后前往法
国、意大利、德国、比利时、瑞士考察
各大博物馆、美术馆、画廊及美术院
校。他一边研究西方近现代艺术的发
展沿革，总结西方近现代艺术发展规

律，一边从事油画创作。在20世纪20
年代，随着后印象主义的终结，西方
的现代主义艺术的发展已势不可挡，
其中重要的流派，如野兽派、立体主
义、抽象主义、表现主义、达达主义等
也已被中国艺术界所知。在这样的文
化语境中，刘海粟的油画创作确立了
以传统中国艺术为基点，结合西方现
代主义观念的创作方式，正式走上了
具有明显个人特征的中西合璧之路。
在这一阶段的创作中，塞尚的几何构
成方式、马蒂斯的色彩表现，都被刘
海粟以自己的理解融入画面，这些新
的创作元素被他深入骨髓的中国传
统写意精神所驱动，创作出一批具有
西方现代主义表征，同时蕴藏传统中
国审美取向的作品。在 1929 至 1935
年两次赴欧期间，刘海粟创作了超过
百幅油画作品，如《巴黎圣母院夕照》
《威士敏斯的落日》等，成为他这一阶
段创作的代表作品。

归国之后的刘海粟继续探索着
在绘画创作和美术教育方面的中西
合璧之道，对于中西艺术语言的融合
实验一直是他创作的初衷和线索。与
其他负笈西洋的中国现代艺术先驱
们不同，刘海粟在走出国门之前就已
经是资深的美术教育者。在风雨飘摇
的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是全体中华民
族最迫切的任务，刘海粟深知现代美
术教育体系对于一个已经饱经摧残
的民族在精神重铸方面的重要意义。
他不仅办学、创作，也同时发表了大
量关于西方艺术的译文和著述，力图
从技法到思想革新旧中国的艺术窠
臼。在此过程中，他领会到西方现代
艺术所折射出的现代精神，并积极把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融入创作过
程中，这是隐藏在绘画技法表象之下
更深层次的“中西合璧”，作为先驱的
刘海粟为中国美术的前进发展开辟
了新的境界。

探索“油画民族化”之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刘海粟的艺术创
作焕发了新的活力，他在油画民族化上
的探索也进入了新的时期。30余年油画
创作的积累促使刘海粟更为深入地思
考传统中国艺术观念融入油画这种源
自西方美术创作体裁的具体方法。

如果说在此之前刘海粟的油画
创作是其深入血液的中国艺术传统
与西方现代主义的表征自然融合的
产物，而此时的他开始重新审视中国
画和油画之间在艺术本体层面的关
系，他开始更加注重把中国传统美术
的具体技法直接融入油画的创作，将
自己所学习的西方各个流派的色彩、
线条和造型方法，与中国绘画的优秀
传统相融合和改进，并探索出可以推
而广之的创作方法论。在这一时期，
他在承担教学任务之余赴全国各地

写生，作品中的个人特质也越发清晰纯
熟。然而，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刘海
粟的身体状况却不太理想，先后3次中
风，他在积极康复之余也没有停止创
作，在十几年的修养和积淀后，终于迈
向了他艺术生涯的最高峰。

1979 年，恢复健康的刘海粟成为
全国政协委员，年逾古稀的他再一次开
启了游历祖国山河的旅程。此时的中国
已经进入了全新的历史时期，全国上下
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激发了刘海粟的
创作灵感与激情，他的油画作品从此呈
现出不同以往的风貌。他于 1983 年登
临泰山作油画《徂徕山云海》；登蓬莱阁
作油画《蓬莱阁》；于同年在威海作油画
《刘公岛》；1984 年赴青岛海滨作油画
《海景》；1985年探访娄山关作油画《娄
山关》；再去遵义会议会址作油画《遵义
会议会址》……

在刘海粟的艺术生涯中，有一处景
观，每时每刻都在他的内心产生共振，
这就是黄山。从 1918年第一次初登黄
山到1988年第10次登临黄山，跨度长
达 70 年之久，贯穿了刘海粟一生的艺
术实践。在这漫长的岁月中，黄山见证
了他艺术风格的逐渐成熟。刘海粟在六
上黄山之时所书诗句“昔日黄山是我
师，今日我是黄山友。”足以见得他心境
的变化。从师法造化到与造化为友，刘
海粟用了漫长的70年。

20 世纪 80 年代起，刘海粟又四上
黄山，完成了他“十上黄山”的夙愿。此
时的刘海粟对于油画技法的运用早已
融会贯通、酣畅淋漓。依稀可辨的西方
艺术语言毫无痕迹地融入传统中国画
的笔法墨法。画布为纸、颜料为墨，西方
印象主义中的光色变换和野兽派的浓
烈色彩竟然与中国青绿山水的瑰丽淡
雅在同一幅画面中遥相呼应，融为一
体。这是经过西方艺术洗礼和东方文化
浸润之后生发成的洒脱和自信。西方现
代主义中的反叛内核经过中国人文精
神的提炼与内化，成为一种以油画为媒
介，融合西方现代精神与中国文人心性
的艺术形式。在此时，刘海粟一生探求
的“中西合璧”之道终于完成，造就了新
的审美范式，也为油画的民族化的探索
铺就了一条宽阔的大道。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馆员）

刘海粟与油画《遵义会议会址》
李暨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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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建馆 60 周年、《人民政

协报》 创刊 40 周年。本

刊特别推出“同心协力写

丹青——中国美术馆藏书

画界全国政协委员美术作

品选粹”系列文章，以飨

读者。

清代缂丝凤栖梧桐图团扇

学生时代，我喜欢随手写写字，
情不自禁之时甚至在课本上也练练
手。在初中念书时，教美术课的是寿
再生老师。每年学校举行书画比赛或
展览，他总要叮嘱我写写字。那时，
我两耳不闻窗外事，对美术学习只是
完成任务而已，练字也是随性而为，
没有丝毫想着参加比赛或展览的意
思。恭敬不如从命。硬着头皮按照老
师要求写写，算是完成任务罢了,字着
实不怎么样。或许是为了鼓励我，初
中三年，寿老师每年都给我评了个三
等奖。

无巧不成书。1987年，我到严州
师范学校读书，第一年教我们班美术
课的是吴稚蒿老师，他是寿崇德老师
的得意门生。1988年上半年，寿老师
在学校大礼堂开画展，偌大一个礼堂，
满满当当展出很多画作。有不少是他的
收藏品，藏品中不乏明清著名画作，当
然，大部分都是他的画作，如在全国性
美展展出后被选送世界各地展览的《华
山》《嘉陵江泛舟》，荣获全国第三届美
展优秀奖后，被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新
安江水电站图卷》，还有 《清明雨后》
《黄山日出》《山河新装》《五泄飞瀑》
和《富春江钓台》等佳作。

那时，与其说去画展欣赏画作，
不如说到礼堂走马观花凑热闹。一来
自己不懂得欣赏画作，二来对画画没
有多少兴趣。由于一直以来我的字写
得不错，刚进师范没几天，书法老师
丁仲元便把我特招进了校级书法协
会，准备重点培养我。

到第二年 （1988 年下半年），教
我们美术课换成了寿崇德老师，他居
然是寿再生老师的父亲。后来才渐渐
知道，寿崇德老师是著名画家和鉴赏
家，自幼喜爱绘画，少年时期就在西
安崭露头角，17 岁又只身千里入蜀，
得潘天寿、吕凤子先生指授，并求教
于黄宾虹、傅抱石先生，深受诸家喜
爱。他最先系统地接受中国画训练
的，是在正则艺专。在这所学校里，
他得到了学校创办人、校长吕凤子的
亲炙，接受了严格的西画造型和中国
画临摹、创作训练。

1988年下半年，寿崇德老师刚好
退休，学校领导万般挽留，留用寿老
师任教。极为幸运，寿老师只教我们
906班一个班。等我们三年级毕业后，
寿老师也正式光荣退休了。

那时，每周有连在一起的两节美
术课，寿崇德老师上课很投入，讲课
声音平和但很有吸引力，娓娓道来、
循循善诱，班上没有人插话，更没有
人破坏课堂纪律。大家听得津津有
味，两节课不知不觉悄然而逝。他给
我们讲他自己学画的经历，讲到动情
处手舞足蹈，我们听得如痴如醉，总
觉得下课来得太快、来得太早。他给
我们介绍潘天寿、黄宾虹、李可染和
徐悲鸿等美术大师的其人其事，讲大
师们如何视画如命，怎般爱画若痴，
期间还就一些绘画技法的特点现场作
些演示。渐渐地，博学多才、德高望
重的寿老师在同学心中扎下根。

班里就有几个同学，特别喜欢画
画。有休息天全浸泡在画室的李建平
和方礼军，只要画室内不上课，他俩
会一头钻进画室，冒着其他课旷课的

“危险”投身练画，“躲进画室成一
统，哪管春夏与秋冬”。班里画痴张帆
就更别说了，他保送进师范读书，要
知道当时鲤鱼跳龙门——保送 （成为
居民户口） 真实不容易。张帆从小酷
爱绘画，早在 4 岁就开始练习芥子园
画谱，一直来拜师学艺，到了寿崇德
老师门下，如鱼得水如虎添翼，怎会
坐失良机！

我嘛，实在不懂事不争气，只是
碍于面子练练书法，否则不好向丁仲
元老师交差。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玩篮
球、排球和足球上，要知道我当时个
子不足1.65米，却是班里三大球的边
线主力，可想而知玩球的时间有多少。

不知什么时候，寿崇德老师知道
我是他儿子寿再生的学生，也知道我
有些书法功底，对我更多一份喜欢。
和我们接触一学期后，还邀请我们几
个书画基础较好的学生到寿老师家里
玩。在他家里，寿老师把心爱的画作

一一搬出来，一件一件说明，两三个
小时一晃而过。毫不夸张地说，寿老
师家里就是画的海洋、画的博物馆。

1990 年上半年，我们快毕业了，
跟寿崇德老师学画也快两年了。日久
生情，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了，
在寿老师心中，我们就是他的子女，
毕业前夕，寿老师送我们全班每人一
幅画。寿老师也帮我画了一幅竹子
图，我很是喜欢。

寿崇德老师不愧为一位好老师，
他长期从事中等师范学校美术教学工
作，曾经培养了大批美术人才，由于
教学工作成绩卓著，两次被评为浙江
省先进工作者，1957年被评为浙江省
首批特级教师 （全国第一位美术特级
教师）。

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寿崇德老
师来班里的次数明显增多了，经常到班
里走走，连晚自修时间也会偶尔来转
转，来看看我们这些学生。

有天晚自习，教室里静静的，同
学们各忙各的事。“哗啦”，轻轻一
声，桌上的墨水瓶翻倒了，墨水不偏
不斜正好倒在桌边的一条宣纸下半部
分。原来，寿崇德老师又来班里转
转，一不小心碰到我的课桌，墨水瓶
翻倒了。我抬起头，看到是寿老师便
笑了笑，马上准备收拾残局。寿老师
满脸歉意，连声说道：“小心，小心，
不要动！”

我一脸诧异，不知寿崇德老师的
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只见寿老师拿
起我的毛笔，我会意地让出座位，寿
老师站定后稍作思索，“唰，唰”地便
画开了，不一会儿一杆荷花便跃然纸
上，又一朵荷花活灵活现。我稍一眨
眼，一只蜻蜓静静地“落”在荷花
上，这正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
蜻蜓立上头”。又见画笔上下流动，水
草似乎晃动了，荷叶也好像相互挨挨
挤挤的，还有荷花羞答答躲在荷叶
间呢！

寿崇德老师直起身，长舒一口气，
转过身来看看我，满脸笑意。不一会儿
又忙开了，忙着写画名——《荷塘晨
曦》，然后，又写“林山同学泼墨寿崇
德补成并记”。好一幅 《荷塘晨曦》，
妙手偶得浑然天成。

多美的一幅画，多灵动一幅画呀！
（作者系浙江省建德市政协办公室

副主任）

有故事的画
李林山

宝藏
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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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付裕）“中国
写意画作品展”日前在中国美术馆
开幕。展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河
北省文学艺术界联通合会与河北美
术学院共同主办。

画展自2022年7月面向全国征稿
以来，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投稿作
品4098件，经过评委会严谨、公正的
初评和复评，最终251件作品入选参

加展览。
此次展览作品题材广泛而主旨

凝聚，亲近现实民生与自然万象，充分
体现出当代中国写意画创作的面貌。

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
驻会副主席、秘书长马锋辉表示，
此次展览为中国写意画的创作发展
提供了契机和舞台，也让公众对中
国写意画的未来寄予无限期望。期

待广大美术家和美术工作者，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断
提升作品的精神能量、文化内涵、艺
术价值，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
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精品力作，
为推动中国美术事业高质量发展、攀
登美术高峰不懈努力，为新时代文艺
事业繁荣发展、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
辉煌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写意画作品展”
呈现当代写意画创作面貌 缂丝是中国传统丝织工艺品种之一，历史悠

久，缂丝工艺繁复，有“一寸缂丝一寸金”之
说。清代缂织御制诗文书画、梵经佛像、服装等
大为流行，尤其是双面“透缂”技术的发展使得
织物两面花纹相同、线条清晰平整，适合装饰插
屏、扇子等。

这件清代缂丝凤栖梧桐图团扇作桐叶式为双
面缂，配色自然柔和，工艺精美。缂织梧桐树、
凤凰，湖石旁牡丹绽放。配四方紫檀木柄，通体
刻“寿”字描金，系黄丝穗。

清代缂丝凤栖梧桐图团扇，长 49 厘米，宽
33.5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中国制造》中国画 杨萍 作

刘海粟（1896年3月16日—1994
年8月7日），名槃，字季芳，号海翁。
汉族，江苏常州人，中国现代画家、美
术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1912 年与乌始光、张聿光等创
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为上海美
术专科学校，1914 年秋始任副校
长，1919 年 7 月始任校长，1952 年
院系调整后任华东艺术专科学校
校长、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历任南
京艺术学院一级教授、院长、名誉
院长，上海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
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曾任第一届
江苏省政协委员，第三、四、五、六
届上海市政协委员，第三、四、五、
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
国政协常委。

《遵义会议会址》麻布油画 1985年 81厘米×110厘米 中国美术馆藏 刘海粟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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