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16 2013年4月22日 星期一 编辑：何彦民 美编：魏雨涵

鉴赏
今日济南

中国美术创作课题名家系列经典聚焦

文化融合下的现代重彩发展
——— 解读郭继英和他的重彩画创作

郭继英的重彩作品
在当今画坛可谓独树一
帜，他曾远赴日本从事
现代绘画研究，潜心学
习研究日本绘画之长。
在学术研究同时，创作
保留了中国重彩画基本
特色和意味，既有东方
韵致又有现代审美，为
观众提供了新的视觉艺
术语言经验。

学在日本

日本画是从我国唐
代流传过去的，一千年来
在日本绵延不断，包括图
式、画材和技法。至近代，
唐代的中国重彩画在日本
与西方绘画相融合，形成
崭新的、具有现代审美观
的新日本画，令人刮目相
看。特别是传统的石色、金
箔的制作与运用在现代又
发展出各个品种和各个色
阶，改变了画面的质感，使
其获得了与油画匹敌的视
觉效果。中国重彩画原本
是日本画的“老师”，“学
生”现在比“老师”高明，因
此，“老师”应该不耻下问，
向“学生”虚心学习。

在多摩美术大学留
学期间，郭继英近距离接
触了众多堪称世界级的
绘画作品，受到上野泰
郎、松尾敏男等著名艺术
家的指点，并被数位日本
著名美术评论家推荐到
由文部省资助的广岛吴
市的野吕山艺术村，作
驻村的国外艺术家从事
绘画创作与国际交流活
动，他的作品也曾多次
入选以审查严格著称的
创画会春季、秋季展。因

此，从日本回国后，郭继
英 任 教 于 首 都 师 范 大
学，无论对于材料技法
的传授、还是自己的探
索、表现上，都能够站在
新的高度上。画家认为，
中国画发展首先要对传
统有系统的认识，在继
承中有发展，从而具有
时代性。出国留学的经
历使郭继英能够更加客
观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并具备了前所未有的使
命感。

东方表现与现代审美

从日本学成归来，郭
继英的作品并没有显示
出“日本化”倾向，而是保
留了自己的风格面貌，

“没离自己的祖宗太远”。
他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
表述方式，加上对天然或
人工矿物色的色层重叠、
加减和冲洗等表现技能

的运用，娴熟地让各种金
属箔的底色，通过其粒
子粗细自然地透出来；
或者在箔面罩上其他色
彩，使箔与整个画面融
为一体，形成画面微妙
的箔光与色调的统一与
变化。此外，他的造型运
用图形轮廓分明，类似
版画表现的层次、形态
的表述。他的导师上野
泰郎教授撰文评价道：

“其复杂的构成与极具
深度的表现为日本人所
不及。加之色彩的自由
驾御和精练的用线，创
造了一种具有厚重感的
画面。”

这种创作风格的形
成，源于画家在日本和
中国的文化触感，与他
在日本留学时所掌握的
具有当代审美意识的表
现技巧与形式语汇。因
此，郭继英的画面既有东
方传统表现手法，也具有

了相当的现代审美趣味。

重彩探索发展

自文化部主办的“文
化部首届重彩画高级研究
班”起，“重彩”画家队伍不
断扩大，在各级画展上的
表现可谓不俗。对此，郭继
英认为，在中国画源远流
长的发展中，不妨将这种
探索看做一个“新生事
物”，既蕴含着较强的生命
力，又尚待成熟，许多创作
观念也亟需理清扶正。例
如，中国画用笔有“意笔”
和“工笔”、设色上有“淡
彩”和“重彩”的分法，并主
张它们之间的自由结合，
但将意笔与水墨或淡彩的
结合称之为“写意画”的
说法，容易造成工笔与重
彩的结合就更适宜“写
实”的暗示。此外，“随类
赋彩”也绝不是随客观对
象的固有色而赋彩，因此
传统强调“随类赋彩”而
非“随物赋彩”，以写实观
念去设色，便偏离重彩的
初衷。在造型方面，传统观
念强调“应物象形”而非

“ 对 物 写 形 ”，这 其 中 ，
“应”有主客观交流的互
动性，而“对”就相对单向
和被动，二者所导致结果
必然有写实与写意之别。
在画家本人看来，当代艺
术家必须正确理解传统，
继承同时要有探索和思
考。例如，郭继英的重彩
创作注重结合“意笔”，别
有意趣，效果显著。可以
说，画家在不同民族文化
的精粹、特色上，实现了
有效的汲取与融和。

（东野升珍）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重彩画研究会副会长，
北京工笔重彩画会理事，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客座教授，首都师范
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

学术论文与作品于《美术》等核心期刊多次发表；并著有《现代重彩
画技法—郭继英》(河南美术出版社)、《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师工笔
画创作与教学研究丛书—郭继英》(荣宝斋出版社)。

推荐理由
随着中国画的发展，用传统的水墨和淡彩技法来表现现代题材的同时，

涌现了许多注重运用和研究东方颜料的重彩画家，郭继英便是其中一位。他
在中国重彩画领域进行了长期并卓有成效的探索。留学日本的经历则使其
可以站在更高学术视角进行探索研究，获得日本绘画理念、技术的指导，并
根植中国传统，兼具时代性，学术性较高。他的作品多次入选以审查严格著
称的日本创画会春季、秋季展，回国后以传承教学、推动发展为己任，在推动
中国重彩发展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郭继英

▲又见草原 205X120cm

▲母与子 138X69cm

▲窗 68X68cm

▲眺 68X68cm

▲椅子与裸妇 68X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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