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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
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主
席团成员，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实验
艺术艺委会副主任，中国当代写意
油画研究院理事。

◇岳海涛

岳海涛，山东师范大学美术
学院院长，著名油画家，他以西
方油画的形式表现中国传统戏
曲人物为人称道，成为中国油画
界一道别树一帜的风景。齐鲁晚
报近期对岳海涛进行了深度专
访，希望通过他的讲述，探寻其
一路走来的艺术创作与人生之
路。

初秋时节，走入岳海涛老师
的办公室里，在这个不算大的空
间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各类绘
画材料和画架，书桌上、架子上
摆满了各种关于艺术创作的画
册书籍。岳海涛老师一年中的大
部分时间都在教学工作和艺术
创作中度过，学校和工作室，自
然也都成为他艺术创作的灵感
地。

谈及艺术创作之路，温文尔
雅的岳老师感叹不已，那要追溯
到四十多年前，他还是个十几岁
的孩子。“我从小就喜欢涂涂画
画，爱好和兴趣是一个人干事情
最根本的源头，特别是艺术，兴
趣是最重要的。那时候自己买本
子画大量的速写和素描，一个人
体动作有时候画上几十遍，但是
就是热爱。”从少年时起，岳海涛
的心中就埋下一颗艺术的种子。

1977年，高中毕业的岳海涛
到了济南市历城区的城郊村庄，
在那里度过了三年知青生活。回

忆那段下乡日子，他说道：“下乡
的那段时间很苦啊，干一天活赚
4毛多钱，整整干了两年活。不过
每日除了劳动之外，我还是坚持
画画，每天干完活回去便开始
画，知青点的好些同学都是我的
速写对象。”

1980年，经过三年知青生活
的磨砺，岳海涛顺利考入了山东
师范大学美术系，在大二分专业
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油画专
业。说起当年的选择，岳海涛有
着自己的见解。“中国传统笔墨
时常以淡染表现意趣，而西方的
油画表现力强，色彩丰富，其厚
度与光泽感、立体感都是最具代
表性的，用这种形式来表现人物
更加具有深度和空间感。”

毕业后，他开始了艺术教学
生涯，同时开启了全新的艺术探
索之路。1995年，岳海涛进入中
央美术学院第九届油画研修班
学习，在这个被誉为油画界的

“黄埔军校”中，其艺术视野和
创作才能被进一步激发，艺术
观念得到全面的提升。这两年
的绘画苦学，对他而言无疑是
至关重要的，从中央美院油画
研修班毕业后的三年，岳海涛
的艺术创作进入摸索期，农民
画、沂蒙山风情、风景画等题材
他都尝试过。2000年，岳海涛做
出了一个深思熟虑又极富创新

意识的决定：用油画形式表现中
国传统戏曲人物。“我尝试过许
多题材，但始终没有找到一个艺
术语言的切入点，创作出能够表
现自己艺术情思的作品。京剧就
很不同，它和绘画一样，都具有
强大的视觉张力和表现欲望，戏
曲中每个角色的表现都很突出，
个性鲜明。它的表现空间也和绘
画有异曲同工之处，戏曲中的人
物表现非常立体，演出有主要和
次要人物，绘画中同样也有主次
之分。”正是戏曲与油画在视觉
表现力上的契合，促使其创作才
思的涌现。

深厚的绘画功底使岳海涛
的艺术理想逐渐在创作实践中
实现，他采用西方绘画工具与
技法，将描绘传统戏曲人物作
为西方油画形式表现中国传统
文化的艺术符号，通过表现熠
熠生辉的戏曲元素，重新阐释
出凝结在不同戏曲人物身上的
多样文化内涵。这些灵动于舞
台中的戏曲人物，在岳海涛的
画笔下，被刻画出超然于传统
之外的别样现代东方美感。他
创作了数百幅戏曲人物的油画
作品，每一幅作品都饱含着自
己对生活的所感所悟，正像他说
的：“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我希望
通过戏曲人物的绘画，表现出社
会的百态人生。” (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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