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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评

百余年以来，最初诞生于欧洲的油

画艺术，在近代中国几代艺术家与美术

教育家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成为了造型

艺术门类中最具典型意义并融入民族

风格的主要画种。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所国立高等美

术学府，中央美术学院从建立至今，在

研究和学习欧洲油画传统的过程中，基

本秉持了这样一种理念，即油画作为一

个重要画种，应具有跨越民族与时代的

共通审美标准与表现基础。对此，我们

的老院长、著名油画家与美术教育家靳

尚谊先生，也用他自己的创作实践回应

了这一课题，提出了“深入研究西方传

统，掌握纯粹的油画语言，与画家个人

艺术上的创新或者表现民族审美特征，

本质上并没有冲突和矛盾”这一重要

观点。

贺羽也是靳尚谊先生的学生，是中

央美术学院培养出来的新一代中青年

油画家的代表。他秉持了他的师辈们以

及中央美术学院关于油画艺术的基本

理念与精神内核。在创作和教学中，贺

羽重视对于传统油画语言的学习与研

究，认为画家掌握油画语言的深度决定

了其作品在艺术表现力与审美内涵方

面的厚度；同时他也注重在写生当中激

发自己的艺术直觉与情感，在“师传统”

“师造化”与“师吾心”三者之间寻求平

衡与共生。近年来，贺羽不但在肖像画

创作领域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在他一直

关注的风景题材也有相当可观的收获。

当前，在丰富多元的文化语境中，

以油画为代表的传统架上艺术依然是

非常重要的。贺羽一方面秉承了师辈们

专注于提高油画语言质量的学术定力，

将表现时代精神风貌与深入挖掘油画

本体特征高度结合；另一方面，他秉持

以自然为师的学术精神，长年坚持到各

地写生，其信念与努力，展现了新一代

中国油画家在面对如何更好地传承与

发展传统油画这一时代命题时的笃定

和执着。这也是这个展览主题“笃行致

远”的学术深意所在。

作为我院的一位优秀教师，贺羽老

师在教学中重视写生实践，作风严谨踏

实。他关于素描与基础教学的理念和观

点，传承了中央美院造型学科的主旨精

神，也对当前基础教学领域出现的各种

问题具有可贵的参考价值与纠偏作用。

他的素描作品在业界特别是美术教学

领域有相当的影响力，为当下的美术基

础教学树立了良好典范。

在教学与创作之外，贺羽还多次参

加国家重要庆典中领袖像的绘制工作。

他曾因 2016 年绘制天安门广场孙中山

画像而伤到了膝盖，不能走路，在家休

养长达一年半之久，在腿伤痊愈后不

久，又全身心投入到 2019年国庆 70周年

领袖像的绘制工作中，为我院争得了荣

誉。贺羽老师对工作忘我的奉献精神与

严谨的专业态度，也体现了央美教师的

优秀素质。

贺羽老师还关心和支持边疆美术

教育与文化建设。2022 年初，由于贺羽

老师在写实油画领域良好的学术与教

学声望，新疆艺术学院特聘他为美术学

院院长。今年年初，贺羽老师圆满结束

在新疆艺术学院的挂职工作任期，获得

了新疆艺术学院领导与师生的高度评

价，也体现了一位艺术家的社会担当与

家国情怀。

贺羽是从湖南株洲走出去的艺术

家，他的成长离不开湖湘文化底蕴的滋

养和熏陶，他今天取得的成绩也离不开

家乡父老的支持。因此，这次展览既是

面向家乡的一次汇报，也是对他自己的

一次专业和事业上的阶段性总结，更为

他未来的发展提出新的规划和方向。衷

心祝愿贺羽老师此次展览圆满成功，也

祝株洲的美术事业越来越兴旺繁荣！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今天下午，久雨初晴，空气中充满

了阳光的味道。我和叶之蓁老师相约，

到市博物馆一楼观赏中央美术学院贺

羽教授的油画展。之所以选择在开幕式

的前夕来，主要是想安安静静地好好看

画。我们在每一幅作品前驻足，交流观

赏心得。用叶老师的话说，心满意足，不

虚此行。

本次展出的作品中有三分之二是

风景画，其中大多数作品，我在贺羽教

授的画册和公众号上看过，但经过电脑

成像处理的图片和原作相比，色彩还原

度、光感、笔触还是有些不同。例如《雪

山》，画面澄清、纯净，明朗天空下的雪

山像是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外衣，观之仿

佛心灵得到了洗涤，莫名的感动直抵内

心深处。另一幅描绘天空与湖水相映照

的作品，我称之为《天空之镜》，亦与那

幅《雪山》有异曲同工之妙。

《小河流水》那幅油画，表达细腻，

周围的树木和河坝两端的堆石，在笔触

处理上进一步虚化，更突出了漩涡冲击

下浪花写实的厚度。相比同类的美拍照

片更具有耐人寻味的视觉冲击力。

《群山》这幅画做了景深扩展，远处

山峦起伏，近景中的山体肌理纹路清晰

可见，充满了艺术感，不仅让人感受到

油画的细腻与逼真，还赋予了一种与自

然抗争的精神力量。

人物画一直是贺羽的强项。《拿伞的

老人》采用的底色是深色，构图上突出了

模特人物的线条。老人头戴礼帽，衬衣当

外衣穿，以伞作杖。作品表现了老人虽然

身体虚弱，但精神力量能支撑整个身体

的感觉，传达出人的自信与顽强意志力。

展览的收官之作是一幅石膏像素

描画，附记是 1991 年的作品，应该是贺

羽教授在央美附中读书时的获奖作品。

“画得真好，无懈可击。”叶之蓁老师在

画前喃喃自语，我亦在旁应声喝彩。

《笃行致远——贺羽油画展》创作

时间从 1991 年到 2024 年，30 多年的时

光，50 余幅作品，人物的细腻情感与风

景的壮丽景色相互映衬，这一幅幅充满

生命力和感性的画卷，也是他美术人生

的成长画卷。笃行不怠，学以致用，他向

家乡人民交上了一份完美的答卷。

据介绍，此次展出的画框，都是在

北京定制装饰完成的，非常精美，画与

框完美地结合，作品展示得更加突出，

足见贺羽教授对家乡画展的高度重视。

贺羽教授的这些作品不仅给人带

来视觉享受，更能引起心灵的触动，线

条与笔触充满了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

感悟。他的艺术成就得到了广泛认可和

赞誉，成为当代和今后油画领域学习和

借鉴的样范。

“以后我会多回来。”在本次展览

“家乡与远方”的序言中贺羽说，这次展

览，是他面向家乡的第一次汇报展，也

是他向家乡父老、朋友们表达感谢的一

次聚会。

6 月 27 日，大型原创杂技剧《梁祝》在株洲

神农大剧院圆满落幕。演出现场梦幻唯美，观

众被艺术家们高超的杂技技艺和精湛的表演

艺术折服。深深沉浸于梁山伯与祝英台那凄美

动人的爱情故事中。让我们跟随各位评论员，

从文字的角度感受这场音乐盛宴给大家带来

的深刻感受。

对劳动者充满敬意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剧爱情，通过杂技艺术

的演绎，更加动人心弦。此次演出我们和环卫工

人、献血者一起观看，对劳动者充满敬意。期待剧

院邀请更多优秀劳动者到神农大剧院观看演出，

带给他们不一样的文化熏陶和艺术享受。（殷群）

精英荟萃的演出

杂技剧《梁祝》由著名作曲家何占豪担任音

乐总顾问，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担任编

剧，国家一级编导马志广担任总导演，国家一级

作曲刘岩担任作曲，燕杰担任舞美设计，梁学义

担任化妆造型设计。这些行业内领军人物组成的

创作团队可谓是精英荟萃，也展现了山东济宁杂

技团的大气魄和高水准。全剧围绕梁山伯、祝英

台两个人物的成长和爱情展开，以杂技本体语言

叙事，剧中很多场面融入了跳绳、变装、舞笔、耍

幡、顶缸、爬杆等杂技技巧，既符合人物性格发展

的内在逻辑，又兼顾杂技技艺的巧妙展示。尤其

是“十八相送”和“化蝶”两个片段用威亚、绸吊等

高空技巧来呈现，叠加配合高亮度的投影动态影

像，翻飞起伏，令人惊叹。极大地拓展了舞台空间

感，增强了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 （江晖）

杂技的诗意，情感的交响

杂技剧《梁祝》不只是杂技，是对经典爱情故事

的现代解读。剧中的每一个翻滚、每一次飞跃，都仿

佛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情感起伏的写照。演员们以身

体为笔，以舞台为纸，书写着一曲动人心弦的千古

恋歌。从服装的选材到音乐的搭配，灯光的处理、舞

美的诠释、道具的运用等无一不显示出制作团队的

匠心独运。尤其剧中杂技技巧的运用，如空中吊环、

空中绸吊、顶技、蹬技、威亚、花样跳绳、柔术、转碟

等，每一个动作和表情都牵动着我们的心。有人说

得好，艺术无界，爱情永恒。稍有遗憾的是，有几次

小的失误，但每一位走进神农大剧院的观众，都能

从这部剧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动。

（高世逢）

经典故事与杂技的有机结合

演员们扎实的基本功和全身心的投入，赢得

了雷鸣般的掌声。梁祝二人同窗好友时期的缱绻

缠绵，十八相送时的难舍难分和化蝶时的浪漫美

好，都被杂技特有的形式展现得淋漓尽致！给创

编团队竖个大拇指！ （方妍晖）

走出剧院，情节仍挥之不去

演员个个身怀绝技，最精彩的一幕就是化

蝶，在满天繁星的背景下，梁祝深情对视，借助空

中威亚，缓缓升起，这一幕太有感染力了。走出剧

院，梁祝两人的身影仍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蔡静）

不是炫技这么简单

杂技剧《梁祝》结合了杂技技巧与戏剧叙事

的表演艺术形式，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1.《梁祝》的经典爱情故事是其主题和故事

情境：通过杂技表演讲述故事，给予观众视觉享

受并传达忠贞不渝的情感寓意。

2. 杂技技巧与剧情的完美融合：几幕剧的

情节紧密相扣，共同推进了故事叙述。

3. 角色塑造别致：演员完成了高难度的杂

技动作，还塑造了鲜明的角色形象，增强了故事

的感染力。

4. 舞美设计精致色彩搭配大胆：舞台美术

强化了情境，提升了整体艺术效果。

5. 视觉震撼：通过抽象的艺术手法，展现了

很强的艺术性、观赏性和主题深度。

6. 创新与传统并蓄的迸发：杂技剧《梁祝》探索

创新进入到了3.0时代，克服了传统杂技炫技而没有

剧情的弱点，使古老艺术形式焕发新的活力。（李金莹）

一场视听盛宴

精湛的杂技技艺与恰到好处的音乐、场景、

舞美、服装相得益彰，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听盛

宴。 （龙赞尧）

我看到了设计者的大胆和勇气

这一版《梁祝》将杂技这种新的元素融入，不仅

需要设计者的大胆和勇气，更需要编排上的高超技

艺。本剧场景转换流畅，演员在叙事和表演之间切

换自然，有一种跌宕起伏的情感体验。这部剧很

“雅”，同时兼顾了宏大和柔和，难能可贵。（谭淞云）

情节生动，让人拍案叫绝

没想到能在家门口欣赏到杂技版的《梁祝》，真

是大饱眼福。全剧按照起承转合的结构逻辑，在讲

述两人相遇草桥、相爱相知、命运抗争、破茧成蝶故

事的同时，巧妙地融入了“杂技”的各项技法，编排

精巧，让人拍案叫绝。 （张灿强）

没有台词也让人读懂了梁祝的故事

每每听到《梁祝·化蝶》的小提琴音乐，一阵凄

楚便涌上心头。整场演出叙述中巧妙糅合杂技元

素，刺激了观众的观演热情。音乐也恰到好处，当

《化蝶》的曲子突然闯进观众耳朵时，大家心中涌

起不尽的感动，演员无一句台词，却让观众读懂了

梁祝的故事。 （朱俊英）

《马提与祖父》
我和外婆

成姣兰

马提将爷爷（祖父）吸进了身体，这样就能随

时与之对话，像他从未离开过自己一样。我当时怎

么就没想到，将外婆吸进我的身体里，随时与她对

话呢？少时的遗憾，被这样一本童书治愈。

《马提与祖父》是一本关于死亡的童书。爷爷

快死了，所有人都在床边哀痛地等待最后的时刻，

爷爷却邀请马提一起去散散步。他们顺着河的左

岸往前走，一起爬上高高的塔楼，穿过向日葵林，

一起寻宝……奇妙的旅行中，爷爷在慢慢变小，连

他的衣服也在变小。当小到走不动时，爷爷竟然坐

在马提的头上一起看日落。最后，爷爷竟然小到看

不见了，马提只能通过手心痒痒的感觉，来感受爷

爷的存在。爷爷用一个骗局，让马提深深一吸，将

他吸进了肚子，也因此完成了与马提的最终告别。

就像虫子的“蜕”一样，大家哭泣的对象，仅仅

是爷爷的躯壳，真正的爷爷，已经住进了马提的身

体里。这是多么奇妙的想象呀，将深厚的爱赋予童

真的形式，爷爷的世界永远晴朗，所以，马提的世

界永远明亮。深夜里读这本书，跟着马提与爷爷的

旅行，我与外祖母也沿着门口的大河往前走往前

走，一起在河堤的边沿寻找可以捏小泥人的黏土，

去看了河边狭窄却精致的菜园，采来苎麻纺纱

……似梦境，却更像现实，还有着悠长的岁月。其

实我知道，这就是我和外婆的梦境。马提的爷爷住

在马提的身体里，我的外婆，住在了我的梦里。在

读《马提与祖父》前，我把这视作为执念，每次相见

后留下长长的叹息和遗憾。读完《马提和祖父》后，

我将这视作了我与外婆的一次次约会。梦境里，外

婆的世界也总是晴朗，我的世界也总是明亮。当我

大胆地让外婆住进我的梦境后，就算是醒来，我的

世界也多了几分明亮。或许，这就是外婆执意要留

下的缘故吧。

昨晚跟大姨聊起外婆，梦境中的一切似乎又

在现实世界复活了一样。《玫瑰的故事》里说，爱一

个人，就活成他的样子。大姨说，我妈妈（她妹妹）

一点都不像外婆，外婆永远内敛、不说人长短，克

制、将平淡的日子过成诗。以往，我一直以为我的

诗意来源于姑姑，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炉火边等糍

粑鼓起、清茶泡饭的一个个场景，不过是在复刻我

与外婆的过往。我从小与风风火火的大姨交往并

不多，这些年，我们的关系反而越来越近，血缘中

的爱似乎一下觉醒，代替外婆，成为我新的港湾。

或许，这就是爱的力量吧。有着共同的爱的

人，最终也会心心相惜。上学路上，我将《马提与祖

父》介绍给儿子，儿子说：我知道，马提的爷爷不断

变小，最后被马提吸进了肚子里，以后我也会把外

婆吸进肚子里吗？童书的共读，正成为我俩的桥

梁，通向共同的未知。

世界上的事情，最忌讳的就是个十全十
美，你看那天上的月亮，一旦圆满了，马上就
要亏厌；树上的果子，一旦熟透了，马上就要
坠落。凡事总要稍留欠缺，才能持恒。

——莫言《檀香刑》

爱不是我多有钱，有多么大的智慧和成
就，而是我把一切都给你。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

唯独在孤独和沉思默想的时刻，我才是
我，才是和天性相符的我，我才既无忧烦又
无羁束。

——卢梭《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

人生碌碌，竞短论长，却不道荣枯有数，
得失难量。

——沈复《浮生六记》

一个好铁匠，总是盼望着一块好钢的出
世，然后用奇特的方式，使它服从自己的意
志，变成一把宝刀。

——莫言《月光斩》

所有随风而逝的都属于昨天的，所有历

经风雨留下来的才是面向未来的。

——玛格丽特·米切尔《飘》

你拥有青春的时候，就要感受它。不

要虚掷你的黄金时代，不要去倾听枯燥乏

味的东西，不要设法挽留无望的失败，不

要把你的生命献给无知、平庸和低俗。活

着！把你宝贵的内在生命活出来。什么都

别错过。

——奥斯卡·王尔德《道林·格雷的画像》

他本来就没打算去谁的家，也就是说他

本来就没有什么固定的目标。他只是因为夏

夜的诱惑才出来的，他知道现在去朋友的家

也是白去，那些朋友一定都在外面走着。

——余华《河边的错误》

我认为一个人能够追求的最高理想就

是自我的完善。

——毛姆《刀锋》

悦读

创新演绎让经典破茧成蝶
杂技剧《梁祝》震撼落幕

微书摘

《笃行致远——贺羽油画作品展》前言
林 茂

《笃行致远——贺羽油画作品展》开幕。株洲美术馆供图

穿越时光的画笔
——观贺羽油画展

刘云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