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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油画画作作品品中中的的““乡乡土土情情结结””

乡土情结，重在一个“情”
字，这个“情”可能是儿时懵懂的
记忆，母亲的怀抱，父亲的眼神，
亲族的逗弄，邻里乡亲的音容笑
貌；也或许是魂牵梦萦的乡土中
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 . . . . .最终
这些情愫通过艺术家的塑造，向
我们传达一些乡野的美、粗犷的
人和他们近乎原始的生活，让我
们看到在艰辛、古老的环境里生
活的他们，仍然保持着人的温情
和尊严。此期我们精选了这个时
代对乡土某种牵念的标识性画
家的作品，重温乡土写实油画中
的经典形象，梳理“乡土情结”的
多元呈现。

王沂东：
纯净原始的乡村记忆

王沂东的写实油画是乡土油
画中的古典主义风格。有人说，中
国的乡土社会已经消失在躁动的
社会变革中，大型机器的隆隆声
正碾压着封闭乡村质朴的神经，
不过，在王沂东的画里，这一切还
没有发生。王沂东对沂蒙山童年
生活有着深刻的印记：朴实的家
人、白色的旷野和纯净的姑娘，

“红嫁妆”、“大棉裤”、“免裆裤”、
“红盖头”等视觉语言符号，散发
着农村题材的独特美感。他笔下
的姑娘，蒙昧初开，有着莫名的期
待和幽怨，清澈得就像一瓢农村
的井水。

王沂东对美的追求，对人性

单纯力量的提取都来自于他的童
年记忆。当他还是一个农村小孩
的时候，经常同其他玩伴一起抢
着去热闹的婚礼上要糖吃，物质
匮乏的年代里，新娘子身上漂亮
的红棉袄，即将嫁为人妇的新娘
脸上的胭脂红，以及冬日清晨床
沿上端坐着带着某种彷徨和憧憬
的少妇......王沂东提取了这些纯
净和人的原始感情，用美和真实
牵动着普通人心底深处最朴素的
柔情。

罗中立：
真挚憨厚的父亲缩影

说起乡土情结，《父亲》无疑
是乡土油画现实主义风格的一座
纪念碑。罗中立用浓厚的油彩和
西方现代艺术中超写实的手法巧
妙地塑造了一幅感情真挚、纯朴
憨厚的父亲画面。作品没有斑斓
夺目的华丽色彩，也没有激越荡
漾的宏大场景，严谨朴实，生动感
人。让每一个看到《父亲》的人，都
能想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家中
老父亲。

画面中的老人，并不是罗中
立的父亲。1975年的除夕夜，罗中
立在他家附近的厕所旁边，看到
一位从早到晚叼着旱烟，麻木、呆
滞、守粪的中年农民。其麻木的眼
神打动了他，于是他画了守粪的
农民，之后又画了一个巴山老赤
卫队队员，最后才画成现在这幅

《父亲》。在那个年代，这幅画不可

避免地受到了很多非议。有些批评
家说《父亲》“污蔑了中国农民的形
象”，“没有反映解放后中国农民的
新变化”。于是，油画《父亲》在最后
定稿时，就有了一处细节的修改，在
父亲的左耳上夹了一支圆珠笔，这
支圆珠笔和一波三折的“剧情”，也
深刻地诠释了油画《父亲》当时产生
的时代背景。

陈丹青：
乡土绘画中的个性表达

陈丹青的《西藏组画》被公认
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划时代的现
实主义经典油画作品，在美术界
及文艺界引起很大轰动。《西藏组
画》共七幅，分别是《母与子》、《牧
羊人》、《朝圣》、《进城之一》、《进
城之二》、《洗头》和《康巴汉子》。
这组作品放弃了当时流行的“高
大全”的做法，面对西藏浑朴天然

的人情风貌，以写生般的直接和
果断，描绘了藏民的日常生活片
段。那种亲切质朴和细腻的令人
追恋的古风，表现出了拉萨藏民
琐碎、原始的生活状态，而更重要
的意义在于：陈丹青通过《西藏组
画》开启了八十年代中国油画的

“生活流”和“乡土情”之先河，以
绘画中的人性复苏和个性表达为
旨归的中国当代艺术逐渐兴起，
启示了我们民族更为内在和开始
探索精神空间的一代画风。

忻东旺：
乡土绘画里独特的社会批判性

忻东旺生于乡村，曾以农民
的身份行走于城乡之间，最终成
为一个优秀的油画艺术家。上世
纪90年代初，忻东旺率先把城市
底层的弱势人群作为他绘画的主
要人物原型，以独特的眼光去关

注这些由于经济收入过低和文化
水平的局限，只能无声地抗议侵
害他们的强权和暴力的农民工
们。他以动情的画笔勾勒出农民
工在现代生活中的焦虑与困惑，
艰难与迷茫，憧憬与失落，展现了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侧面。
这些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身份
卑微，生存艰难，同时也具有强
韧的生命力和改变命运的执著。
在这些民工肖像里，有对现代社
会变化的陌生感，也有落差当中
的尴尬；有底层生活里的满足
感，也有改变现状的渴求；有半
农民半市民那种不伦不类的身
份，也有一种本真；有不完整的
生活，也有追求新生活的愿望；
这些期待的眼神里反映出人性
深处强烈的生存欲望与改变命
运的渴望。一个个鲜活生动不加
粉饰的人物，也体现出忻东旺乡
土情结里独特的社会批判性。

▲《吉祥烟》 王沂东

近日电视剧《红高粱》正在热播，剧中九儿美
丽的面孔，一身俏丽的红嫁妆，艳而不俗的红棉
袄、红棉裤造型，不免让人们想起油画中那安静、
善良、纯朴、俏丽的乡村少女。其实，无论是导演还
是艺术家，出于对美的认知，总是被那些恬然娴静
的姑娘和纯朴原味的乡土气息所打动，唤醒着内
心那挥之不去的“乡土情结”。

（文/贾佳）

青青未未了了画画廊廊的的经经营营之之““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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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齐鲁晚报倾力打造的“青未了画廊”地处济南市经十路与历山路交界处，毗邻千
佛山，共分两层，面积约300余平方米。画廊常年代理省内外知名艺术家作品，以推介一
线名家和具有杰出艺术造诣的中青年潜力艺术家为主，是我省唯一代理国内著名美术
院校、国家级创作机构优秀画家的画廊。此外，画廊还将定期举办各种高学术水准、紧
贴市场需求的书画展览，为艺术机构、藏家提供一批名家真迹、精品佳作，将为我省新
增一处艺术品收藏的高端交流、展示和交易平台！

地址：济南市经十路17513—2号（经十路与历山路交接口往西200米路北）

收藏热线：0531—81758657 15966685196（魏女士）

青未了画廊开业以来在圈内反响热烈，前
来咨询交流的艺术界人士络绎不绝。画廊借助
媒体的优势，拥有庞大的画家资源及优质的藏
品，加上专业化的团队为藏家鉴藏提供更为专
业性的指导和服务。

高端学术收藏稳定且保值

青未了画廊的定位基调是代理学术性高端的
名家作品。如国家画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国家
博物馆、北京画院等全国一线创研单位及中央美
院、清华美院、首都师范大学等学院单位的名家名
作。其中潍坊一家画廊主李先生在参观了画廊及作
品之后深有感触。李先生说：“通过省内外名家的作
品透露出画廊具有非常强的学术定位，也反映出运
营者对艺术的敏感度具有很强的把控力。”

画廊在注重画家名气的基础上还将筛选出艺
术市场稳定的画家。以美术史的眼光和立意，挖掘、
整理代理画家的学术价值，并陆续为代理画家举办
个展，让藏家更为直观系统地了解画家的风格。名
家与学术性的作品在市场上不仅保值而且升值潜
力大，也是藏家入手的佳品。

新生代艺术家升值空间大

著名画家沈光伟先生于12日莅临参观了青未
了画廊，充分肯定了画廊的高端学术定位，同时谈
到扶持年轻艺术家的问题。他说：“青未了画廊借助

媒体的资源优势，在代理名家的同时要挖掘年轻的
艺术家。年轻艺术家的作品要增加其流通性，以走
量的形式培养收藏群体。随着市场的成熟，拥有学
术价值的年轻艺术家，其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将得
到更好的体现。”

画廊负责人对笔者谈道：“画廊选择与优秀的
省内艺术家合作，同时与全国一线创研机构联手，
着力推广扶持新生代年轻艺术家。年轻画家如一支
概念股热的红火，藏家及画廊到底要投资哪些画家
需要冷静，还是要看画家的人品和学术水准。”

艺术品交易的“保真超市”

青未了画廊依托于齐鲁晚报媒体的责任感和
公信力，向藏家承诺所有书画作品一律保真，并建
立起一套完整的诚信体系，完全符合了收藏市场的
胃口。在艺术市场的诚信危机之下，画廊直接从名
家的手中取画，并和艺术家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避免了碰到假画难维权的运营模式。

做艺术品的价格标准是青未了画廊的又一经
营理念。在艺术品行业价格透明，竞争日益激烈的
当下。青未了画廊不跟风炒作，而是冷静、理性的做
价格的标杆，一定程度上从青未了画廊购的作品具
有更加稳定的保值性。

青未了画廊融合了艺术、文化、茶饮于一体，定
期为山东艺术收藏圈呈现不同的艺术新体验，还
不遗余力地将自己代理的艺术家推向市场，盼
更多的机构及藏家前来交流。 （胡敬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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