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    代    中    国    油    画    家   ·丁   涛   油    画   作   品    

  丁涛，1951年10月出生，毕业于辽宁文化艺术大学，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油画学会会员，现在职本溪书

画院，沈阳理工大学聘任教授，国家一级美术师。作品多

次参加全国美展并多次举办个人展览。出版有《丁涛油画

作品选》、《丁涛油画集》、《丁涛、王燕油画集》，并

著有《油画风景入门奥秘》一书。作品在《美术》、《画

廊》、《水彩艺术》、《名家静物》等专业性刊物上发

表，其中《毛毛狗》得到著名美术理论家蔡若虹先生撰文

刊于《美术》杂志，给予很高评价。

  1973年沈阳军区美展油画《工地小铁匠》入选。

  1983年辽宁小幅油画展《毛毛狗》、《护》入选，中
国美术馆。
  1984年全国第六届美术作品展《夏》、《牛》入选。
   1986年全国首届水彩、粉画展《诱惑》入选并获优秀

作品奖。

  1987年全国建军六十周年美展《鸽巢》入选。

  1989年应邀赴泰国举办个人画展，三聘会馆。

  1990年鲁迅美院油画系研究生班研修，参加法国国家

克劳德•伊维尔油画材料研究班。      

画  家  简  历

蓝花瓶   100cm×80cm   2007年

  1991年全国建党七十周年美展《大地的女儿》入选。

辽东风景油画展，中央美院陈列馆。   

  1992年辽东风景画展展出在中国美术馆,并应邀赴日

本东京、小山市举办画展。

  1997年辽宁画院特聘画师，辽宁画院院展。

  1998年沈阳举办丁涛油画、彩墨画展，艺都画廊。

  1999年上海举办白山黑水画展，望德画廊。

  2000年应法国国际艺术城主席布律诺之邀赴法及欧洲

考察、创作，举办画展。

  2001年当代中国山水画展《繁忙码头》入选。

   2003年新加坡举办丁涛、王燕油画展。同年应邀赴印

尼写生、考察活动。

    2004年全国首届中国画精品展《醉秋》入选。　 

    2005年大连举办丁涛油画艺术展。

    2007年盘锦辽河美术馆举办丁涛油画艺术展。

   2008年中国台湾台北、台中举办丁涛彩墨画展，陈丹

诚美术馆。

    2009年黄山市举办丁涛彩墨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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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知 风 景                      

                                                                             丁 涛

  我对油画的印象，源于小时候见到一位画家在校园外一条林荫道上的油画写生。那难以捕捉到的光透过

树叶间，洒落在地上，造成一块块美丽的斑点，梦幻一般。直到现在，每遇林荫道时，就会想起画家每一个

细微动作，甚至连颜色之间混合到什么程度，调了几笔后粘在画布上所产生的变化，都让我记忆犹新。可能

是对画家的崇拜，也可能是为画面所产生的神秘所吸引，我对神奇的油画颜料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经历过上世纪70年代的人都知道，那时书籍贫乏，求学无路，一本好画册对于一个学习绘画的青年至关

重要。借来的几张前苏联画页，如获至宝，临摹数遍，仍觉不够，再默写一番。反反复复的过程几乎能把列

维坦的大部分风景，不用样稿画出来。对画展上印象深刻的作品，画家的示范，基本过目不忘，通过默写与

原作近似。直到现在我仍在庆幸，恰恰是那时的认真态度，不知不觉中有个好的起点。有缘与著名画家尚沪

生在一个创作组，得到她的言传身教和有益的帮助，开始真正意义的油画写生和创作。完成自己的第一幅油

画创作，为后来的艺术人生奠定了基础。

  艺术家是以个性魅力展现自我，生活在不同价值观、不同的社会中会产生不同的艺术理念，是油画艺术

语言所依附的基础。因此看一幅作品，往往能感受到许多画外之音。从大的角度看：伤痕流、生活流等；从

小的角度看，艺术家个体的性格、修养都有所体现。我孤僻、忧郁的性格，大概受儿时家庭环境，或遗传基

因的影响，基于内心世界的一种压抑，借助于景物，借助于自然对生命体态的理解，对小生命个体的观照，

80年代初完成了《毛毛狗》。山石残雪中，几株小草在寒风中瑟瑟抖动，“然而小小篇幅中洋溢着美好的情

操，喷发出一股沁人肺腑的气息，原来在土气中间包含着磅礴的正义啊!你看那挺立在残雪中的狗尾巴草(毛

毛狗)”。(蔡若虹《美术》评语)

  《毛毛狗》的创作，确定了我个人情感世界借助景物的表达样式，形成我那个时期的创作语言。

  经常到农村写生。一个傍晚，一条普通的乡间土路。我自觉今天已没多大希望，偶然回头，突发灵感。

印满车辙的泥泞土路曲曲弯弯地伸向远方。远方天际残留着落日的余晖，辙里的积水映着天色闪闪发光，路

边高高低低的树默默地凝视着它们。一股冲动促使我一气呵成完成写生，又很快完成创作，取名《辙》。

  《辙》摆在那里，很大；就如真的路横陈眼前。是人生的路，是民族的路，是人类历史的路。

  创作之路在延伸。一座旧时的碉堡进入我的视野。灰蓝色的墙体上弹痕累累，孤独地耸立在蓝天白云

下。我常驻足于此，联想它的生命，它的经历。一种悲怆的情感慢慢积存，升腾，心里涌出一些句子：

  风掠走了烟云

  露出一座墓志碑

  凝固的天

  悼念着丢失的灵魂

  满目疮痍的神情

  诉说着孤独

  没有一枝苦涩的花

  向你表示恋情

  是鸽子驱赶这里的荒芜

  安居 嬉戏 飞翔

  奏起生的强音

  同时我创作大幅油画《鸽巢》。整个创作过程，处在一种情绪亢奋之中，紧张专注，闭门不出。凭着记

忆，默写下小稿，碉堡在暖色光下，处于很低的位置，大面积的天空中，野鸽飞翔，看上去很甜，和我感觉

的情结不合拍。改掉小稿上的色彩构成，重新组以蓝绿色调，将碉堡推至视觉最佳位置，像一堵墙无法逾

越，去掉杂乱景物，剥开其它颜色，用单纯的色彩语言塑造一种历史的悲壮意境和回顾感，取名《鸽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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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著名诗人，看了这幅画后，亦用同名写了一首长诗。这一创作时期，称为“蓝色时期”，一位作家

戏称为“蓝色的孤独”，并搬了一大堆文字到刊物上。

  新学院派流行时，不知不觉也加入这一行列，画了很多讲究“制作工艺”的风景(好像只有通过

“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当这批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权威者说：“你的写生要比制作出来

的画生动得多。”原本就在这段时期很迷茫，很有拘束自我个性的感觉。此时更明确了艺术的真谛，贵在自

然流露的道理。极想走出对我的本性来说是个桎梏的怪圈。经过相当的时日，终于挣脱出来。回头看那种形

式上的严谨，内心躁动，表里不一的作品，好像看一个人，用伪装的成熟掩盖本应具有的热情，很是做作。

  这个转向说说容易，做起来很难，有时明明创作意识和理念都已明确，但到实际落笔时，那种对景物实

体刻画的习惯便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来；有时明明开局很放，却控制不住又进入到“做”的程序。这样的画放

在那里，使我的心情很郁闷，甚至抵触它，索性罢了。

  此时，我捡起国画，从宣纸到水墨的自然渗合，似与不似间的笔墨，干湿浓淡中感悟颇多。似乎找回了

那种“放”的感觉，顺势把这种感觉带到油画里。但是，如何把握好的程度，如何见好就收，满画布颜色，

哪笔好，哪笔劣，哪笔精深到位，只可自己体味。这种具有体验意味的，偶然天得的作品，充盈着更强烈的

油画艺术魅力。

  如今，有更多的机会看到西方绘画观念的演变过程，感受东方艺术的精髓，从不断地学习、总结、完善

中逐渐找到自我，为创作寻找自己的理论依据。在强调情感宣泄的理念支配下，我更喜欢用未经调和的纯颜

料表现色彩的力度，以达到与随意、驰骋的笔触形式感的统一，从而得到精神上的振奋与满足。由此，开始

了我的红色时期。

辙  86cm×126cm  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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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毛狗 

46cm×60cm

1983年

              
         油画语言与分析
                            丁 涛

  我偏爱对风景的描绘，是因为比较适合我将自己易于激动的情绪带进田野、海边以及城市里的角落，一

切可视的、能够构成油画题材的，都是我捕捉的对象。然后通过自然景观的感悟，传达出各种属于自己的色

彩信息。

  我经常去海边，画海。梦中总是与海的风景有关，无论何时面对大海都让我激动不已。暮霭中岸边一只

老船与小船牵手相依；相聚在码头的各种船只；海与船之间的感情纠葛。我所描绘的海是捕捉对象栩栩如生

的另类思想情感，赋予它们生命、人格属性。然而，我所表现的色彩，不一定是客观真实反映，或许是借助

某种联想，或许是梦的启发，或许是心理上诸多的因素。画海离不开船，各种船只色彩繁杂，剥离那些不和

谐的零乱色彩，求整体的情况下，归纳出两大基本色彩关系，水天归一色，将透明的绿色作为船的倒影及远

山作为主体颜色，用黄色表现天空大海，形成了黄绿为主的整体色调，船与船之间的明暗、红白对比，既和

谐又交响，有海上明亮的感觉。实际此时此刻面对的天空、海水并不如画（实景为蓝天、绿海），不同于

“客观”意义上的真实，不同于自然物象原色的绘画表述，才是一个个体、异样、真实的自我。

  秋天的色彩让人产生一种表现欲望，秋季让人感到风景的结构。画了很多关于秋天的写生，觉得没有表

达出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秋色意境。压抑的情绪让我不得不重新思考。平凡才是伟大，生活中经常看到的具有

北方独特韵致的秋色呈现出来。几经尝试，不甚理想，翻扣过去，放置数月。又是表现欲的驱使，找来旧

画，重新塑造，情感、表现欲、激情和着浓烈的颜色泼于画布，朦胧中可见红色山水树木，以中国画大写意

表现手法，挥洒出抽象的秋的意境，如醉如痴。《醉秋》的画幅不是很大，其张力已超越画幅本身。

  如果说秋天的色彩易于表现，那么夏天就很难，色彩单一，表现起来色彩不跳跃，可以夸张景观中与绿

色纯度相差无几的建筑及其它要表现的东西，使色彩上“宁过之而不及”，以“借题发挥”的态势，造成一

个常见景致的不常规再现，让绿色躁动起来。

  愿意把暖烘烘的色彩，泼洒于春暖花开的季节，企盼着万物复苏的春天，我已等待了整整一个漫长的冬

季，一种期望，一种冲动，一种血液中沸腾，流淌于蓝天、大地、河流之间，如同一杯浓烈的红酒，醉了风

景，醉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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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 鹿 

46cm×60cm

1990年

鸽  巢

158cm×176cm 

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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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 65cm×80cm 2009年

《威尼斯》

  威尼斯的美，在于一个古老城市建筑在海平面上，纵横前后左右都是画面，从古至今，不知多少名家光

顾，创作出惊世之作。我置身其中，感慨万千，画了许多小幅油画，今天看起来，倍感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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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前即景 53cm×65cm 2000年

《窗前即景》

　　在法国国际艺术城期间，画室窗前每天都能听到远处教堂传来悦耳的钟声，选择一个傍晚时段开始写

生，构图需要，舍去原有左侧铁门内又一座阿拉伯教会建筑，着重表现暖光照映在教堂和中景的楼上瞬间，

与其大的阴影冷色反衬，通往教堂的石子小路上一修女模样的人独自前行，为教堂增加了一层神秘感，正是

冬季的巴黎，也许会让你感受到一种异样的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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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四月 53cm×65cm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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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市运河 61cm×73cm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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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园 53cm×65cm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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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 80cm×65cm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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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街 53cm×65cm 2003年

《老 街》

   玫瑰色让人回到孩提时的老街，似梦非梦，在怀旧情感的支配下，确定了基本色调；暗部用透明色渲

染，明部画得很厚，厚得有强度，产生一种色彩美；色彩的冷暖、薄厚均要有对比，差别微妙地将色彩自始

至终地控制在一个基调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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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月 80cm×65cm 2009年

《五 月》

   每幅画要有自己的个性，不应该一个模式，尤其是色彩构成，做到一幅一个变化。在画完了几幅较雷同

的色彩后，有种逆反心态，与其这样，不如用表现的、主观的色彩去再现心中满意的风景，用中国画的视

角，连贯、流畅的笔法，完成对自然景观的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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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岸 65cm×80cm 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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