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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绘画，起初可能受到一点家庭的间接影响。我父

亲在学校里教美术，他那时候主要是画宣传画，偶尔也画点素描、速写，

给家族里的老人们画肖像，或者老人故世之后拿照片画的像。我的母亲虽

然不识字，但她会剪北方农村过年时糊在窗户上的窗花，她还在农村做裁

缝，做的衣服又合身又好看。回头看，家庭环境对我是有一点影响的，但

促使我走上绘画道路的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对绘画有着不可思议的喜爱。所

以我想，画画不是源于选择而是出于自己的兴趣与喜爱。

有的人天生就对绘画喜爱并具有专长。这种与生俱来的专长和爱好，

我觉得对于成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来说是第一位的，对于选择艺术道路的

学生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对绘画没有天生的兴趣，很难解释我当时为什

么会选择从事绘画这个职业，因为最初的时候，学习绘画完全是没有功利

和目的性的，只是源于自身的热爱。我想自己最初选择学习绘画不外乎这

两个原因。

选择绘画之路以后，自身要如何做是非常关键的。我小时候接触了太

多有绘画才能、会画两笔的人，最终却没能在艺术上有所成功，究其原因

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你有绘画这方面的才能但却不能持续地从中获得

乐趣，或者只是把绘画作为自己的业余爱好，随随便便玩两下。这样的人

也不能够选择绘画作为自己的职业，更不可能走上艺术家的道路上来。作

为职业的艺术工作者他必须对自己所从事的绘画工作有着持续的兴趣。第

二，在学画的过程中要全身心的投入，并能够在深入的学习中找到乐趣。

做到这两点对于学画初期是至关重要的。

对绘画先天的兴趣与擅长，周边艺术氛围的影响，在绘画学习中能够

深入进去并寻找到乐趣，以及来自周围直接或间接的鼓励支持，这些条件

对于学习绘画的学生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当这些都具备的时候,学生就需

要看到优秀的绘画作品—那些历代艺术大师所创作的经典的艺术作品，

杨飞云谈绘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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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这些大师学习。当你感受到这些优秀作品的魅力与奥妙后你会特别不

一样，不仅开阔了眼界，还会激发学画的兴趣，艺术创作的欲望。我在看

到这些大师的经典作品后更加坚定了从事绘画的信念。

周边的鼓励加上个人的艺术表达欲望促使自己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持

续地走下去，走进去。做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艺术学习只有走下去，才

能走进去，只有走进去你才能主动地去追求，而不是被动地去学习。

在20世纪70年代我学习绘画时，几乎没有人给我任何压力，没有人说

你学画画要学到什么程度，要以画画为职业，要通过画画成名成家。我只

是自己心里特别喜欢绘画，看到优秀的艺术作品就有创作的冲动，想画成

那样。当时社会比较封闭，无法接触到大师的作品，只能从周边老师、朋

友那里看到一点图书，印刷品上的绘画，还有就是70年代的革命宣传画比

如领袖像，虽然这还不是纯粹的艺术，但也让我知道在前面有比自己画得

好的人，也因此有了一些参照。

当下学画的人很多，条件也很好，但目的已经不纯粹了。在小学甚至

幼儿园的时候，很多父母就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画画，为的是让他们参加比

赛或考学，到了高中阶段更是以考学为目的，大量的学生因为文化课不太

好才加入到绘画的学习当中。这些人学画的目的性都很不纯粹，如果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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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目的学习画画是很难持之以恒的。

我之所以在绘画的道路上坚持下来，是因为发现自己做别的事没有兴

趣，只有画画这件事能干得好一点，无论是作画时的耐心还是对绘画的热

爱都好一点，得到的鼓励与支持也多一些。我能将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同画

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保持住，一直到后来从事绘画这项职业。但要说最

终选择绘画这个职业，其实还是因为考取了中央美术学院。在考取中央美

术学院之前，我并没有进行系统的美术专业学习，虽然那时候我已在工厂

里做美术干事，从事宣传工作，但严格说来，画画还只能算作一种业余爱

好。考上中央美术学院后，绘画就由一种业余爱好变成了一种专业的学习

研究，之后就走上了绘画这条道路，本色爱好终于变成了自己的事业和职

业。

上大学之后我学习了中外美术史，接触到西方各种各样的艺术流派和

大师，看到了许多画册甚至经典原作，这使得我对绘画的意义与价值有了

重新的理解，对于绘画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变化，之前对于绘画的那种自娱

自乐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改革开放后，各种艺术流派、观念、思潮随

之而来，不断涌现，使得传统的油画受到冲击。那时候，关于油画也出现

了许多论调，一会是油画民族化，一会又是边缘化，甚至有人提出传统油

画已经走向死亡的观点。这些对于当时学艺术的学生不可能没有影响，画

画的人对外界变化最为敏感，但我个人认为这些艺术的潮流所包含的某些

内容同我已建立的艺术观、价值观相背离，这些新涌现的艺术观点不能干

扰我，我对某些所谓新艺术潮流的东西不喜欢也没有兴趣接触，我觉得这

不是我要走的路。虽然不能说我是有意识的抵抗，但我一直坚持自己所选

择的艺术道路，这条道路是在不断比较的过程中所选择的，是一种必然，

也是一步步逐渐形成的。走好这条道路比较难，它需要严格的训练与扎实

的基本功，需要达到一定的水平，才能谈得上绘画表达，作画时要具备相

当的基本功，许多艺术方面的修养都要一一具备，学习过程也需要相当一

段时间的磨练才能掌握，画起来也并不轻松。正应为如此，传统油画的艺

术魅力恰恰是别的艺术形式所无法取代的，其他的艺术表现形式与之比

较，震撼力差多了。

在接触到许多西方大师的经典油画原作后，我越来越感受到油画的魅

力。欧洲大师的作品是那么的精妙，出国看过经典原作以后，一般有两种

态度，一些人认为西方油画所取得的成就无法超越，回国之后就放弃了油

画。而我是另外一种态度，我认为我们远没有做到西方油画艺术的高度，

但这恰恰给我从事的油画艺术以足够的动力。

中国油画的发展不过百年，只有几代人的时间。最早出去的一批艺

术家抱着学习西方正宗油画的态度，将油画这种艺术门类带入中国，他们

努力想把最正宗的油画艺术引入中国，但油画引入中国之后马上面临本土

化、民族化、系统化等一系列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国内曾系统引入俄罗

斯油画教学体系，包括油画形体、空间、材料、技法等内容，这些对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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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像写生  35cm×30.5cm  油画  1985年

油画发展起过重要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西方

的艺术大量的被介绍到中国，当我们在很短的时间接触到从古

典到现当代的各种艺术流派、艺术类型后，国内也随之出现了

各类艺术的中国版本。我们会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从形式上

来看已经不存在人们没有涉足的方面，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突

然出现一种前人没有涉及的架上艺术形式。既然各种艺术样式

都有了，接下来所要面对的就是艺术水平高低问题。

很多人会觉得油画在中国不过百年的发展历史，无法和西

方六百年的发展历史相比。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油画在中国的发

展有很多工作是需要去做的，这包括油画的面对中国、面对现

当代的社会等课题所需要的融合变化，这些课题非常有价值，

可以成为我们一直努力下去的方向。

中国四五代油画家都努力地在油画的表现力和绘画水平的

提高上做着不懈探索，其中就包括中央美术学院老老少少几代

人。这些人从油画的研究、教学、创作、思考、研讨等各种方

面进行努力，包括出国考察和在国内办展，目的都是围绕着油

画艺术水平这一本质问题。油画的民族化不应流入简单化、表

面化，而应从经典的油画作品中寻找我们同西方油画的差距，

追寻油画的本源是我这些年一直努力的方向。虽然这些年我们

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但同西方经典作品比较依然有着差

距，这个差距正是油画发展的空间。不是说我们画了一些形式

上、技法上与西方经典作品类似的作品，就以为我们和西方油

画没有差距了，关键是要使我们的油画接近或达到西方经典艺

术作品的艺术水平。

二

当下选择油画这个职业的人大都是被动的，说被动主要因

为以下几个原因：首先，现在的学生学习绘画不是出于自己的

喜欢，而大多是出于家长的意志和要求。虽然说每个人都可以

学习绘画，但不见得每个人都适合从事绘画这个职业，而社会

上的很多家长则先入为主地对小孩按自己的规划提出了要求。

其次，现在很多人是因为文化课成绩不好，为了要考大学才来

学习绘画。我觉得因为这些原因学习绘画的人都不是具有最佳

艺术潜质的。鲁迅曾阻止自己的孩子学习写作，因为他认为从

事写作的人需要具备一定的天赋，从事艺术也是如此，这不是

一个具有普遍性，适合所有人学习和从事的职业，艺术尤其是

绘画，不是说感觉正常，愿意努力去做就能做好的。所以现在

许多抱有一定目的学画的人就很被动。学画的人应当具备从事

绘画应有的素质，比如对绘画有独特的感受，从事绘画有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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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着玩具的姑娘  60cm×50cm  油画  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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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开心，作画时能够做到坐得住、有耐心、保持持久的专注力、在绘画

中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和长处、表达自己的感情等等，这些都是最基本的要

求。然后就是从事绘画这个职业的心态，心态其实是培养和浓缩个人在绘

画上的兴趣，源源不断地给予自己在绘画上的动力，所以自己能不能够学

习绘画，只要根据以上几点就能判断。

只要是真正爱好，客观环境是不会阻碍个人学习绘画的。现在个人从

事绘画的外部环境应该说还是非常好的，但往往是绘画者个人的原因阻碍

了其绘画发展，譬如，不纯粹的绘画目的。绘画的目的一定要纯粹，不是

说我们从事绘画就是为了考大学，为了多卖画多出名。

前面说过，现在的孩子学画画没那么纯粹，很多可能是被动选择。不

过，家长如果看得准，个人对绘画的兴趣爱好在学习过程中慢慢培养起来

也还可以，关键问题是绘画目的要纯粹。从个人学习绘画伊始，社会和家

庭或直接或间接对学生灌输的学习的目的性以及价值的判断非常重要，这

是一个播种的问题，只有健康的种子才能在今后长出健康果实。如果事先

的目的性大于绘画爱好本身，很容易造成绘画方向的偏离，这对于学习艺

术的人以及周边的人非常值得深思和反省。

老师对于初学艺术学生的教育是非常重要。我听我们的先生说，当

年徐悲鸿对一年级新生都是亲自授课，等学生进入高年级的时候才交给别

的老师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学生的头几口奶水对他以后艺术道路的成

长非常重要。所以按古人的说法老师是学生的再造父母一点也不为过，父

母可以赋予孩子健康的身体，但真正将孩子塑造成才的还是老师。比如像

我就很幸运，当时的中央美院那批老师，都是由直接留苏或留法的艺术家

教出来的，虽然到了靳尚谊先生这已是第三代，但是我们还看到了第二代

艺术家，像吴作人、艾中信、李可染这些前辈。后来我的艺术经历证明，

中央美术学院老师所传承传授的，正是我所需要的西方艺术最为精彩的部

分。对此1986年我头一次去法国卢浮宫、奥赛博物馆实地观看的时候有深

刻的体会。当我面对西方大师经典原作的时候，感到老师们让我做的事情

或者是告诉我的事情都是正确的，当时中央美校这一点真的是很不错，这

一点上是我的幸运。

学生选择好的老师很重要，但同时老师遇到优秀学生也是很难得的，

比如说老师遇到了能够继承、传承优秀艺术的好学生，这种机会往往也是

可遇不可求的。因此老师很重要，学生也很重要。学生实际上是教学里面

的主体，为什么说是主体呢？因为在教学过程中学生自身的素质和学习的

主动性很关键，决定他是否能够学好艺术，如果学生抵触，没有学习的愿

望，无论老师教他多重要的东西都是白搭。

反之，如果他想学习，想吸收，有主动学习欲望的时候，甚至没有老

师直接教，他也会学得很好，在我们学习的那个时代，从外国传回来一本

画册就可能影响很多人，因为那些人在主动追求。

所以说学是主体，教是辅助。我始终认为艺术家不是教出来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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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出来的，不是说告诉你一个方法，然后训练训练就能成为艺术家。想

成为艺术家，在他生命里必须先要有艺术的种子，然后加以培养，创造环

境让其成长。艺术的成长还是要靠自己，有的人不是学习艺术的料，你花

了很多功夫培养他还是那样。

外部环境是影响艺术家成长的重要因素，而老师只是外部环境影响里

最为重要的一点，老师有传道、授业、解惑的作用，是艺术的引路人，对

学生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老师都期盼有很好的学生，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学生在进行艺术学

习的过程中必须具备主动性，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艺术不是教和训练出来的，因为可训练的部分，只是技术，陷入技术

的陷阱很容易丢掉艺术本身内容。佛洛伊德曾说过“娴熟的技巧比糊涂乱

画更糟糕”，我觉得他说得非常有道理，如果把技术的训练当成艺术学习

的目的，那么他的艺术往往也是不成功的。

关于教师方面的内容我已经谈过很多，以我自身为例，毕业后就在院

校任教，当时我对如何做好教师这个问题很有压力，也想过很多。因为考

虑到自己也才刚刚毕业还没学完，很多方面自己还一团糟，当然老师和同

学们可能觉得我年龄什么的适合做老师，基础也扎实一点，但是自己刚毕

业就出来教别人，说实话没有底气，也没有多少可教的内容。刚开始只能

是跟着学校的老先生做做教学辅助工作，学着老师的样子进行教学，老先

生说什么重视什么，那么我也跟着重视和强调，不敢另外来一套内容教给

学生。

在最初教学的过程中有一点让我很有感受，和老先生相同的话，我说

一百次都没用，但是先生们说一句就特管用。为什么呢？因为老先生在绘

画的事情上自己做到了，所以他说出话来有力量，学生信服。所以做好老

师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自己在艺术上必须能够做好，如果你自己

根本就不做或是做得很差，那么在进行教学时，你说得再有道理学生也不

听，因为没有说服力，所以身教重于言教也是这个道理。

不是说从学校毕业就能成为好老师，过去强调为人师表，是很有要求

的，老师能不能成为老师，一个是看他的行为和道德，一个就是看他的学

术，在专业能力上能否达到老师的要求。这些我都是在当老师之后慢慢体

会的。所以我觉得作为老师，首先在自己的艺术上要做到八九不离十，才

能使学生信服，学生才会听老师的。一个老师如果在价值观和精神层面影

响不了学生，只能教点技能，教点自己在绘画方面的经验，其实是很无聊

的事情。

三

唐代韩愈的《师说》曾提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其中

“传道”在先，而“道”怎么传，老师首先得信奉“道”，才能把“道”

传出来。至于“解惑”，是解决学生思想中的困顿与迷惑，老师只有将学

生思想上的“惑”给解了才能更好的“授业”。传道，授业，解惑三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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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中缺一不可，所以古代的艺术教育很重视拜师，即所谓的入室弟子，

这是很有道理的，学生拜师其实不单单是学技术，他要跟随老师学习艺术

理念、了解艺术内在价值、追求做人的道理、提高文化修养、具备艺术的

智慧等等。

如韩愈所说，教师有很多很多内容需要向学生传授，做好艺术教师这

份工作很难，作为教师要真的能影响学生，而不能仅仅把教师看作是一个

职业、一份工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不是简单的传授技能，而是要在给

学生传授技能的同时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对人类的精神和文化有所贡献。

教师应该要从学生的需要中看到自己的责任，当面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和问

题时，努力帮助学生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这是老师的一种责任和义

务。如果老师上完课就不管别的了，这种艺术教学是很有问题的。

我觉得对于老师而言，“教学相长”的的确确是一个真理。认真当老

师的话，你会发现教学过程中可以涉及所有的学术话题，不论是个性的还

是共性的，是原理的还是现象的，是传统的传承问题还是创造问题等等都

应该会在教学的过程中遇到。此外，每个学生向教师提出的问题都不同，

老师面对的每个学生情况也是不尽相同，所以在教学中会遇到很多很多有

关艺术和个性的问题。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会促进教师在艺术上的思考，

同时学生身上有一种活力，一种生命力，这对成熟的艺术家是非常重要

的。只要教师在艺术教学过程中认真细致并对学生身上所出现的各种问题

加以思考，就会对教师在艺术上进一步的完善和成熟起到推动作用。

在教学过程中我有一个体会，要给学生讲清楚某一问题，自己首先

要把问题弄清楚，自己以后再碰到类似问题时也会非常清楚。如果教师在

教学中不给学生讲清楚，有些问题他自己也会忽略，特别是一些基础和原

则性的问题。而且，教师自身也存在局限性，那么在开导和帮助学生解决

问题的同时，他可以以学生为镜观察自己在这些问题上是否还有不足的地

方，从而思考如何做得更加完善。

艺术教育需要特别强调因材施教，因为每个学生都是不同的，因此不

能按照一个固定的套路进行教学，不要把学生修剪成为1+1=2这样简单的

数字，不要泯灭学生的个性，不要做到整齐划一，要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

和特点因势利导、因材施教，这一点对于艺术教育尤其重要。

今天，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所面临的任务是如何在现有绘画水

准上进一步提高。中国油画院和美术学院不一样，中国油画院主要是作为

一个油画研究机构而存在的，它没有教学任务，也不承担学历教育，但是

中国油画院依然设立了教学部，因为从周边艺术机构和院校获得的反馈与

经验使我们认识到，在研究机构中开展教学也非常重要。举个例子，中央

美术学院有些老先生80多岁了，都还在参与艺术教学，这使得他们的艺术

生命、艺术活力和艺术见解与时代同步，同时他们自身也保持了非常好的

艺术状态，由此可见教学对于艺术家的重要作用。同理，教学活动的开展

对于一个艺术研究团体活力的保持也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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