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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青岛画院人物画创作的了解多是来自前些年的全国
美展，最早接触的是赵建成老师的《西部放歌——灵光》，后来
又看到王伟老师的《战士》，以及后来陆续看到青岛画院一些
青年画家季颁、孙娟娟等人的佳作不断在全国性的展览中亮
相。看过时代心象·青岛画院中国画人物创作回顾展后，我
对青岛画院的人物画创作可以说又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青岛
画院老中青几代人物画家作为一个群体在当代人物画创作中
形成了一个品牌影响，他们的创作已经初步具有某种地域创作
特征。

这种特征我觉得大致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写实作
为创作的主要表现手段，呈现出一种稳重而又灵动的画风，在
写生和写神之间构建起一座有效的桥梁。这既区别于西北地
区厚重稚拙的审美追求，也不同于金陵地域的文人雅趣，更不
同于上海等地域的变形追求。其次，青岛画院的人物画创作又
集中体现了强烈的形式探索意识。从青岛画院早期人物画家
赵建成身上更能感受到这种探索。如果说赵建成先生早期的
人物画创作，体现了画家对西方构成意识、水墨肌理效果等方
面的有意识吸收，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因形式而形式的摸索，那
么近期的人物画创作，外在形式的探索更多和人物性格和内心
的塑造联系起来。比方说《弘一法师》的造像，水墨交融所产生
的抽象效果和层次不齐的边缘，似乎产生一种太湖石的精神意
象，这同弘一法师慈祥的面容以及高逸的品格产生呼应。很多
情况下，我们已经不再把目光集中于这种颇具现代意识的水墨
效果上，而是直接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孙娟娟的《舞动青春》
《飞天梦》以及季颁的《哈萨克人》等作品也同样具有这样的探
寻意识。第三就是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不管是赵建成、王
伟、谭乃麟、孙春龙、王志东、王山等画家的水墨人物画探索，还
是季颁、孙娟娟、赵峰、侯媛媛的工笔画表现，基本上延续了近
代以来的人物画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看过青岛画院时代心
象·青岛画院中国画人物创作回顾展，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
个集中的印象，也就是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和社会生活联系
在一起的。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
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观青
岛画院的人物画创作既有反映国家重大历史事件的《开国大
典》这样的洋洋巨制，也有反映新时代的变化和新生活新气
象的作品，例如赵峰的《走过四十年》、孙春龙《追逐太空》、王
山《子夜有你陪伴》、侯媛媛《护航归来》等作品，也有关注少
数民族生存状态的佳作，例如谭乃麟的《凉山谣》和季颁的
《春到高原》这样的作品，这些无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青岛画
院的人物画创作对深入生活的强化和对真善美社会主义文艺
价值观的坚守。

我认为青岛画院之所以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集体的创作
现象，离不开两方面的塑造。一方面是中国近代百年的现实主
义人物画传统，另一方面是青岛独特的城市文化气质。近代美
术史最具有影响力的变革就体现在人物画，尤其是西方文化传
入到中国以后，摄影等现代事物加剧大众对写实的认识和借
鉴，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百年的人物画发展正是用写实来改
革人物画的发展，素描、民间画像这些都因为对造型的重视而
被吸收到人物画体系中。

但是，传统画家的文人身份又使得这种借鉴充满了焦虑，
进而造成了人物画脸部，手脚的极端写实和身体极端写意的融
合，这并非艺术家的求奇独造，而是在大的时代背景中的审美
选择。从以任伯年为代表的海派画家的人物画探索开始，一直
到后来的“徐蒋教学体系”形成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画人物
画创作的主流几乎是和这条发展的路线不可分割的。现实主
义人物画的创作优势在于能在社会问题的思考中找到立足点，
这个恰恰是在山水和花鸟画遇到尴尬。无疑，青岛画院的这些
画家大多具有学院教育的背景，他们的人物画探索基本命题还
是延续了这样的一个近代的人物画传统，因此他们作品中所表
现出的素描意识、历史意识和水墨观念是和中西融合的语境分
不开的。另一方面，青岛百年的历史积淀为西方文化和儒家文
化的交融提供了条件，因此，这座城市既有洋气，追求新鲜事
物，积极创新的品质，又有儒家文化所强调的“仁爱”等理念。
这在青岛画院人物画创作中，既表现在丰富的形式探索，又注
重扎实的笔墨语言，这样时尚和传统的审美因素交织于统一表
现风格中。

众所周知，一种地域画风或者群体现象的形成除了要有大
量艺术家的传承与研究，还需要形成稳定的创作理念和鲜明的
个性特征。青岛画院的人物画创作在反映时代，紧跟时代审美
时尚的潮流方面已经有了突出的表现，近些年的人物画所取得
辉煌的成果既是最好的证明，但是我认为如果要形成一种更为
深刻的影响，必然还是要更多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中，强化本民
族的主体意识，这样我们既能吸收西方人物画造型、色彩、形式
之所长，又能强化中国画的写意风范，既能发挥人物画的社会
功能之所长，又能充分发挥文人画的心性抒发之特征。实际
上，这也是中国画走向现代的一种可能性，因为在青岛画院早
期的画家张朋身上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探索的实践成果。青岛
画院的人物画创作作为一种群体现象已经成为近代艺术史研
究的一部分，我们期待其有更精彩时代表达。

作者简介：亓文平，青岛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上海大学美
术学博士，北京大学访问学者。

由张艺谋任总监制，宁浩任总导演，张一白任总策
划的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应该是《我和我的祖国》的姊
妹篇。电影分为五个单元，五个故事的导演分别是宁
浩、徐峥、陈思诚、闫非和彭大魔、邓超和俞白眉。大导
演就是大导演，每一次都不会让观众失望。这一次，他
们将镜头对准了农村，对准了我们每个人的诞生之地。

毋庸讳言，许多大片的视角都定位在了大都市，哪
怕都市题材已经被挖掘殆尽。太多的时候，我们只顾往
前走，却忘记了回头看，忘记了农村这个广阔天地。也
许，它曾被日新月异的发展节奏抛在身后，但这里是我
们每个人的老家，它可以被远离，但不能被忘记。

回头看，看故乡。这是《我和我的家乡》最成功的地
方。与其说这是导演们独具慧眼，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具
有人文情怀。有情怀的导演，才能拍出有情怀的影片。

《北京好人》《天上掉下个UFO》《最后一课》《回乡之
路》《神笔马亮》，分别关注的是中国东西南北中五大地
域，既扫描了祖国的大好山川，又展示了脱贫攻坚的丰
硕成果。可以说，这是主旋律电影中视觉最独特、构思
最巧妙的一部。它的着眼点很小，但表现的主题很大，
实实在在，自然而然，毫不尴尬，更不违和，没有一句豪
言壮语，却恰如其分地展示出浓浓的家国情怀。

《北京好人》里的葛优，仍旧戴着《我和我的祖国》中
“北京欢迎你”里的那顶帽子，不疾不徐地奉献了最佳的
演技；即便是出镜很短的章宇（饰警察），两句台词，一个
眼神，却让我们由衷地赞叹：“哪有小角色，只有大演
员！”

《天上掉下个UFO》为呈现的是贵州的黔南，镜头中
出现了我喜爱的蓝染。最后佟丽娅饰演的董阿花出镜
时，也是穿着蓝染长裙，在远山近草的映衬中，袅袅婷婷
地走来。这个画面，就连我这过了追星年龄的中年妇
女，也不禁要惊呼一声：“美了美了！爱了爱了！”也许正
是好山好水的映衬，才让她有了无与伦比的美丽。

《最后一课》的故事发生在浙江，美丽的千岛湖荡开
千顷碧波，惊艳了整个午夜的电影院。而我的被感动，
是因为这一单元所关注的是乡村教育，它暖暖地击中了
我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因为我，也是一名乡村教师。
片中范伟饰演的范老师，曾在乡村支教十年。而我，则
已经做了二十三年的乡村教师。我也从未想过要离开，
我喜欢这小镇上的红花绿树，朗朗晴空。我无怨无悔，
乐在其中。能将自己的所知所学教给孩子，真的是一件
幸福而又光荣的事。即使是乡镇教师工资特别低迷的
那些年，我也从没有想过要离开。我喜欢教书，我喜欢
孩子。城里孩子有城里孩子的早慧，乡下孩子有乡下孩
子的天真，他们，都很美。

曾经有一位师者对我说：“让你在乡下教书，真的是
屈才了。”我笑了，因为我真的从没有觉得自己屈才。乡
下怎么了？乡下的孩子也是孩子，乡下的孩子更需要好
的老师和优质的教育资源，尤其是我们自己也曾经都是
乡下的孩子。如果因为我的优秀能让孩子们更优秀，那
可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是多么希望我的学生们，都能用
自己的智慧和所学画出和电影中小姜小峰一样的梦中
学校，并且在若干年后，像长大的姜小峰一样，用强大起
来的头脑和双手，让自己梦想成真。

如今的我，虽然称不上桃李满天下，却也称得上桃
李半天下。我的学生们尽管也是天各一方，但他们都记
得故乡，都记得当年的校园和课堂，也记得教室里那个
瘦瘦的语文老师。说到底，不是我成就了我的学生，而
是我的学生们成就了我。

《回乡之路》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毛乌素沙漠，那里曾
经风沙飞扬，寸草不生。但在苹果经销商乔树林（邓超
饰）的努力下，眼下已经变得郁郁葱葱。乔树林和功成
名就的电商闫飞燕（闫妮 饰）都是当年沙漠学校的学
生，他们的老师（岳红 饰）不止一次地跟他们说：“好好
学本事，长大了让这里变个样！”而作为学生的他们，真
的做到了。无论是衣锦还乡，还是执着坚守，他们都没
有忘了故乡，他们让故乡大变了样。我从这一单元解读
到的，不仅是乡土情结，还有知识的力量。就这点来说，
《回乡之路》和《最后一课》的主题，有了默契的重合。

《神笔马亮》属压轴戏，在最后一折。它也完全延续
了沈腾、马丽团队最拿手也最惯常的风格。它的构思相
当巧妙，在编排上也绝对下了功夫。当一幅幅乡村墙绘
在银幕上缓缓流过，当静止的画面和流动的真实无缝对
接，完美融合，我这一直待在乡下的乡下人，禁不住热泪
盈眶。

看，这就是我的家乡啊！它那么美，那么靓，那么淳
朴，又那么辽阔。我们在这里出生、成长，从弱小到强
大；它可以被远离，但不被忘记，因为这里扎着我们的
根，因为这里住着我们的爹和娘。这，就是《我和我的家
乡》。这就是我，和我的家乡。电影院里的我们，看着看
着就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

作者简介：李风玲，教师，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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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家乡》海报。

《开国大典》
赵建成 赵晓建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