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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性追求与自我个性塑造

——陈孝信、王东春访谈录

时间：2010 年 9 月

地点：南京幕府山艺术园区王东春工作室

陈孝信（以下简称陈）：你个人的学习经历比较长，也比较丰富，你在国内有一个相当长的学习过程，

又去俄罗斯学习了一年多。这两个阶段，在两个不同国度的学习，给你带来的最主要的影响是什么？在这

个学习的过程中，最难忘的导师又是谁？为什么难忘？

王东春（以下简称王）：在学生阶段也许每个人都希望能多看看大师的原作 , 而对于我来说能有机会

去国外学习，对我的帮助的确是非常大。之前除了画画之外 , 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思考、翻画册，有很

多问题一直在心里纠结着、矛盾着。当真有一天站在大师的作品前，自己原先的诸多想法与观点，似乎都

会得到一个很好的纠正或修正，甚至是印证。当然还有很多感受是无法言说的，而且也是说不清楚的，只

有自己在反反复复的手追心摩的过程中才能渐渐地感悟出一些道理。同时，出去以后自己在思想上、心理

上也变得轻松、自由了许多，少了诸多琐事的纷扰，也才有可能远距离地审视原来的自己和艺术创作。对

于很多问题的思考角度也发生了本质的变换，似乎少了一些先前的思维惯性，变得敏感、直接了许多。

陈 : 补充一点，比如说我知道你的学习经历当中，一开始是受了沈行工的影响，到了南师以后，你又

受了徐明华、盛梅冰的影响。这些老师给予了哪些难忘的指导和影响？他们创作的本身是你的榜样吗？

王：每个人的身边都会有许多良师和益友，他们既是我们人生的重要组成，更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宝

贵财富。我一直心存感激地珍惜我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们给予了我的绘画和人生许许多多的帮助与扶持。

比如说您、徐明华老师、沈行工老师、盛梅冰老师……你们对于我的帮助实际上是融入了我的整个生活及

学习过程中的，很难用几句话来说的，因为这样的关爱和帮助是无私的 , 让人受益终身。比如像沈行工老

师，他平时的话语并不多 , 但是他说话往往一语中的。有时候他也会用他的个人创作经历与绘画经验来作

比，更让人茅塞顿开。盛梅冰老师是我研究生时的导师，那年他刚从美国访学回来 , 儒雅内敛，艺精学博。

读研时我的每一个阶段作品的变化与进步都受到了梅冰老师的影响与指导，同时梅冰老师也给予我在生活

上许许多多的帮助与支持。十多年来，我们常聚常聊，梅冰老师的敏锐与才情总能给我很多很好的激励。

陈：我的意思就是要你谈这些东西，这里面还有一个，比如徐明华，国内公认的最优秀的留苏学生之一，

在国内也有相当的影响，在南师油画系有“一代宗师”的称号，你和他有什么具体的接触吗？

王：我和徐老师接触还挺多，而且认识也很早，上学的时候常去徐老师的工作室，他在师大的三楼有

一间不大的工作室。寒来暑往 , 一年四季 , 他除了回家睡觉之外，都在工作室画画。徐老师那幅著名的《三月》

画的就是从他那间画室后窗望出去的师大校园风景。不大的画幅画了好几个春天，我那时常去观摩，静静

地立在身后，看他临窗写生。徐老师画画的习惯非常好，他用的大多是那种进口颜料，他很珍惜，用多少

挤多少，不会像我们那时毫无节制地挤一大堆，一段时间用不完都干了，很浪费。他的油画笔也永远是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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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后洗得干干净净的，再用废报纸撕成的小纸片包好放得整整齐齐的，然后才离开工作室。徐老师那么高

的艺术造诣、艺术修养，平时却很少说话。我毕业后不久要出一本《俄罗斯印象》的作品集，约请徐老师

帮我写些文字做序言。徐老师说他平时很少写文章，要我等上一段时间，隔了好几周，他给了我两张信笺纸，

上面用圆珠笔修修改改地写满了，有四五百字，但字字句句似乎都是经过他精心斟酌的。

陈：请问你对中外美术史上的哪些大师情有独钟？情有独钟的理由是什么？你从他们那里吸取了一些

什么东西？

王：大师对我们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大师们的高度更是后来者所仰止的，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从大

师那里吸取了自身所需的精华与养分，甚至在不同的阶段，对于同一位大师作品又会有不同的偏爱与感悟。

乔托、丢勒、弗鲁贝尔、鲁奥、苏汀、基弗、奥尔巴赫等，有一长串的名字。弗鲁贝尔的作品在我去

俄罗斯之前，所见并不多，偶见一两张印刷品，当时就特别偏爱，在特列恰科夫博物馆见到了他许多巨幅

作品之后更是感动与叹服，他的作品从中世纪壁画中汲取了许多养分，粗辣狂放、气势恢宏，画面上有一

种无以名状的厚重与张力。同时他学生时代就与当时风头正劲的学院派脱离与决裂，也体现出他身上那种

非凡的勇气。鲁奥也是我很喜欢的大师之一。他的作品尺寸都不是很大，以前翻过鲁奥的画册，有文字说

鲁奥常常在一张画上涂涂改改，直到数年后才完成。原先的体会并不深，在见到了作品后才真正地领悟到

大师的高人之处，画面上的笔触不仅仅是一个三维的构建，更是大师作画时的时间与思维的凝固。其作品

中的崇高肃穆的气息更是让人动容。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大师就是苏汀（读大学时，曾为了攒钱买一本

他的外文画册，刷了一个暑假的户外广告牌），他的作品里有一种东方式的写意表现的性情，他爱用狂野

表现的笔调，涂抹出数幅人物或风景的变体。以暴风骤雨般的笔触绘就而成的画面，看了让人心醉。我似

乎觉得他在追寻东方式的心手合一的境界。

陈：那中国美术史上的大师，你也有情有独钟的吗？

王：中国美术史上的大师更是浩如烟海，仅是南北宋时期就不胜枚举，同时东方绘画的繁盛期也远比

欧洲早了几百年。范宽、梁楷、徐渭、八大山人……每个人都是一座高峰，梁楷的《泼墨仙人图》酣畅、诙谐、

大气磅礴、空前绝后，创立了中国写意人物的顶峰。徐渭的《墨葡萄》更是疾笔狂放、老辣淋漓、托物言志，

成了他的艺术与人生的独到注解。

陈：我关注你在成名后，你的题材有几次大的系列转换。第一个阶段，你的侧重点放在了《战士系列》，

后来，你的侧重点又转换到了《西游记系列》，而你最近一段时间，主要是《守望者系列》与《造像系列》，

各种题材的转换，有什么内在的动机？这些题材的转换，对于你确立自己的个人风格，有什么考虑？

战士 060123  /  Warrior 060123    2006

战士 060427  /  Warrior 060427    2006

战士 060126  /  Warrior 060126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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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实际上这个问题比较难以回答，我个人觉得，作品的题材并没有特别大的转换，十多年来，基本

是延续着《战士系列》这一母题在创作，只是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一个偏重，有一个相区别的系列作品的名称。

我画《战士系列》，更多的缘由还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偏爱（小时候翻看的缺页少张的《三国演义》《水

浒传》小人书 , 以及百听不厌的广播评书《杨家将》《岳飞传》）, 甚至包括我在国外看到的很多欧洲的圣

像画对我的影响。凝视那些肃穆、神圣的耶稣圣母像会让人不自觉地融入虔诚的宗教氛围，同时也让我联

想到敦煌的莫高窟、秦汉的兵马俑，似乎觉得自己找到了某种文化的切入点。从《战士系列》开始，一画

就是好几年，努力尝试着去表现内心中的那个自小就塑就的英雄形象，试图去唤醒或警示当下中国文化的

衰微。《西游记系列》《守望者系列》以及近两年的《造像系列》，我同样希望我的作品在当下能找到自

身的一个文化关怀的角度，希冀作品能够与时下西方的政治霸权、文化强权的现象有些许的关联，同时对

于后殖民时代的文化冲突能找到一个自我的诠释。艺术作为社会精神的某种隐喻，是艺术家表达其心灵深

处的探询与索引、迷离与惆怅以及自身思想深处的某种追问的需求。我是期待自身的这一份偏执能够具备

一定的社会性的公共意义。

陈：我补充一点，你的题材转换，后来讲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冲突、矛盾、碰撞等，但实际上我在你的

作品当中所感受到的是：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态度，已经不是一种仰视的角度，在你的画面上出现了这样的

现象——东西文化的共处和你所采取的一种平视的视角，东方兵马俑和西方的巨石阵、自由女神像等，都

是被放在了一个平视的角度，这应该是你把握这个切入点时，所能体现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说你

现在已经不像近代的很多文人志士在西方强势文化压制下对西方采取一个仰视的态度，一种不平等的态度，

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后殖民心态，但是我觉得你现在所采取的这个平视的态度、宽容的态度、开放的态度、

东西方共处的态度是真正地告别了后殖民心态的。

王：也许应该从个人的潜意识里面去寻找相应的问题答案，这一系列作品也是我之前《战士系列》作

品的一个延续。古人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也许每件作品都是艺术家自我思考的一个投射，每个人其

实都是一个矛盾体，似乎是在不自觉中有了一个自我的文化关注。

陈：现在你在画面的表现上出现了大量的留白，你原来还是擅长于色彩的，现在你把色彩基本变成了

黑白灰，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在造型上呢，现在也变得简约化，甚至更加倾向写意和抽象，这样一些变

化你是怎么考虑的？

王：十几年来，我一直是遵循系列的方式在创作，从《战士系列》到《西游记系列》《守望者系列》

以及现在的《造像系列》，对于自身绘画语言的反思与转换，或许能够更好地发挥自我的创造力，力图避

侍人 060801  /  Servant 060801    2006

战士 040528  /  Warrior 040528    2004

战士 040809  /  Warrior 040809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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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陷入概念性的思考之中。个人认为艺术作品一旦成为某种既定的图式，其内在的活力与精神也已基本耗

尽。而相对于斑斓的色彩，灰色更是自我色彩观的一个重要的更新与认知高度，并非有意而为。东方式的

书写性韵律与节奏，以及刀刮线刻的抽象表现，只是力求能够做到表达上的直指本心的纯粹性与直接性。

而在每个系列的作品之中一以贯之的还是试图努力对于个人东方身份的认同与重构。

陈：当代艺术的现状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的人认为主要的问题是金钱问题，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

这主要是一个精神问题，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王：当代艺术在当下早已成为国家力量的竞技场，艺术家与批评家在其中的作用从根本上已经无法撼

动或改变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宽松自由的社会大环境才有可能给文化艺术一个自然成长的空间与土壤，

艺术家关注的话题才有可能突破原有的狭隘与局限，从人本主义出发，去审视与内窥社会性的问题，以推

动人性本身与社会的进步，艺术才有可能真正参与到当代文化的建构中去。

陈：我觉得中国当代艺术家还存在一个危机：过于看重名和利，所以也造成了当代艺术虚假的繁荣，

缺少一些实质性的东西和有力度的东西，还缺少一些有精神内涵的东西，你以为如何？

王：我同意您的观点，在目前中国当代艺术的名利场中肯定也掺杂了很多粉饰与炒作，资本的介入，

机构的炒作，社会的浮躁，群体审美品位的低俗……这一切似乎更加重了艺术名利场的泡沫与虚假，真正

具有批判性、精神性的作品并未赢得当下的艺术市场的认同，倒是一些充斥粉饰讨巧的装饰画成为市场的

主流。目前中国艺术市场的水准也仅止于沾沾自喜的小资与自以为是的文青的格调之中。更多的人把艺术

市场也看作一个江湖，并为之陶醉，极少有人真正去关注艺术的命题与艺术语言，这在当下极其危险。其

结果是使得这一社会，这一民族缺少真正的自我造血与自我更新的能力。

陈：可不可以强调艺术家的自律呢？

王：这一问题实质上和上一个问题有着很大的关联，艺术家的自律其实就是知识分子的自律，是其自

身必备的素质。当代艺术的精神实质也可以说是一种批判与怀疑的精神，就是对自我的障碍与世俗的约束

的质疑。艺术对于社会的改变就是以不同的思考方式质疑与追问，从而能够有效地去影响整个社会思维的

可能性。

陈：现在的“70”后、“80”后和“90”后在中国的当代艺术当中的确存在着模仿西方潮流的东西，

甚至有的不止西方，还有日本、韩国等。我最近注意到一个六十年代就成名了的女艺术家，她的大头像在

中国竟成了一个泛滥的符号。对这样一个现象你是怎么看的？

王：真正的艺术作品是艺术家用自己的触角去感知和表达这个世界，并在其中努力尝试个人的突破。

太行 090428  /  Taihang 090428    2009

太行 120426  /  Taihang 120426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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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类变相拿来主义的风格与拙劣的模仿，其实质是自身创造力的匮乏与自欺欺人。这种盲人摸象式的

抄袭与自我浮躁心态下的标签式作品不仅没有生命力，同时和真正的艺术之间也是没有任何关联的。

陈：我反馈一点对你的画的批评，有人说“王东春的画已经不属于我们所说的传统油画了，他的油画

是时尚画派、流行画派，对这样的反馈你作何看法？

王：其实时尚和传统界定起来很难，我无法也无须去改变别人对我的评价，我甚至觉得自己画得很

传统 , 一直在努力使自己的作品能够有着更大的突破。我的作品所关注的话题，还是植根于自身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一些理解与消化，而对于绘画语言的反思才是个人创造力的真正开始，在当下任何东西都可以成

为绘画借口的时代，时尚与流行也许与我的作品更是无从联系，我所关注的依然是我十多年来一直偏执于

东方身份的探究与重构。

陈：对现在国内正在流行的欧洲“坏画”——强调画面的残缺感、痕迹感和不完全感，现在成为一种

时尚的画法，有人认为这种东西影响了王东春，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王：这一问题与上一个问题是同一个命题。当代艺术不仅仅在形式上有别于之前的传统艺术，更重要

的应该是在美学上的区别。残缺感、痕迹感、不完整感以及刚才所说的“坏画”，我个人的理解：它是当

代艺术家对于传统绘画形式或风格的某种解构与反叛，也是艺术发展的一种方法与动力，与现代美学思想

有着很多的契合，我觉得这不是什么时尚而是某个时代的审美特征。相对于每一个艺术家个体来说，任何

具备共性的时代审美特征都需要更为具体的绘画语言来支撑与表达，而对我来说，个体独特艺术语言的探

索与表达方式的突破才是具备超越时空的艺术价值所在。这种碎片化的概念性参照其实质是毫无意义的。

陈：你个人油画理想的效果和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王：艺术就其实质而言是艺术家个人与社会的战争。每一个艺术家的终极目标都是挑战一个个公众审

美的临界点以及世俗的边缘线，对他们来说，作品是其用自身触角去感知世界的重要方式，而个人的偏执、

自我、焦虑、狂妄的某种状态或许才是艺术走向某种突破的前兆。艺术家需要挑战的是自身的一个个临界点，

其作品所传达的仅仅是自我体验的感动与创造，而其中的标准似乎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感觉。公众所能感

知到的是透过技巧之后的某种追问精神。每一人的艺术理想都是其某一个阶段的个人阅历、经验、修养的

集中体现，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累积、演进，我多年来一直努力尝试着实践的就是以个人的视角寻

求文化的差异性与重构，科技的发展已经让世界变得更加融合与趋同，但文化的差异性与个人视觉的不同

或将更能体现艺术的独特性与必要性。

陈：油画在当代中国应该如何来发展？中国油画可不可能形成自己的个性和特点？更高一点看，能不战士 080712  /   Warrior 080712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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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世界范围内打造一个中国油画的学派？

王：这样一个话题的讨论似乎由来已久，伴随着科技的进步、信息化、全球化给东西方文化带来很大

的冲击，似乎越来越难区别东方与西方、中国与欧洲，甚至艺术家自身身份都已经是多重的。全球化以一

种惊人的速度与方式在扩张，全方位地挤压艺术家个人身份的认同，甚至是政治身份的探究，同时，艺术

市场已经变成国家力量的竞技场也似乎日趋明显。艺术与生活的边界也在不断推移，绘画的问题也由语言

扩大到界限，而这其中艺术家所能做的就是自我救赎，坚持自身个体的差异性，从而避免落入一个虚拟的

全球化泛艺术的圈套中。而某种地域性概念或地域精神凝聚而产生起来的地域性差异也许就是我们所说的

学派。

陈：我最近在《中国油画》上发表了一篇比较长的文章，我恰恰认为中国现在有条件而且也应该有这

样的自觉来打造学派，是时候了！你刚讲了中国一两百年的油画史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学别人，都以西方为

楷模，不断地借鉴和学习，可以说中国的一两百年间很少出现过世界性的大油画家！到了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了，看透了，各种条件都具备了，现在是考虑我们应该有世界性的大油画家的

时代了！而且是可以产生一个学派的时代了！只要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只要有潜质的油画家每个人都向

这个方向去努力，这个目标是可能成功的！这个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应该有这样的集体自觉性。差

异性是一定存在着的，而我们就是要强调和突出这个差异性的东西，并使它成为一个学派。

                                                                                     2014/7/29   陈孝信执笔，重新修订于草履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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