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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建伟的画

张晓西

    四月份去北京参加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二段”画展，当晚自然少不了把

酒言欢，建伟肯定喝高了一点，恨不得见人都抱一抱，脸上的笑容就没有消失

过。其实，连我这个凑热闹的外行，在经历了这么轰轰烈烈的一天后也高兴地

跟着瞎起哄，别说人家付出了那么多心血的当事人了。

第一次见建伟，也是在北京。1991年，中央美术学院画廊，他与正渠第一

次进京举办“二段”画展。经正渠介绍，才知道那个上唇有一抹黑胡须但头顶

上头发却不多，看起来很沧桑也很厚道的伙计就是早先从正渠嘴里听说过的

“二段”之一—段建伟。

画如其人。看建伟作品中的人物，个个都心平气和、善良可爱，没有大喜

大悲的表情，也没有大开大合的动作，乍一看似乎平静得近乎木讷，但仔细看

他们又似乎若有所思，画面好像一个故事中一个场景的定格，不由得观众不跟

着画家给出的画面里隐含的心理暗示进行深入思考：主人公为什么是这个形

象？他身上到底伴随了一个什么故事？作者为什么以这种方式来表达人物？作

者的意图到底是什么？观众的答案当然不可能统一，但一幅画作能够引人思考

而且是深入思考甚至是长期思考，而不是让观众看后哈哈一乐或皱皱眉头或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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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脑袋就是成功。

后来，建伟画面上出现更多的是孩子，一个个都文静、质朴，有着毫不

做作的天真，哪怕是在游戏，也都有自己行为的目的，所以看起来即便是孩

子，也个个都像思想家，不管孩子心中到底在想什么，起码是在思考，在憧

憬。我以为祖国的花骨朵其实就该是这样，哪怕孩子们心中渴盼的是将来能够

放一大群属于自己的羊、一顿能吃两大碗羊肉泡馍、长大了能够娶一个可心的

妹子当媳妇，不也是一种理想或者说奋斗目标吗？

不过他画面上极少出现城里人的形象，绝大多数都是农民。为什么他如此

钟情于乡村题材呢?

说实话，最早看到建伟的画，以为他是个农民画家，一个很有思想的农民

画家。因为生活在农村，吃喝拉撒睡都在农村那个环境，眼睛里、脑袋瓜子里

便只有农村与农民的形象，即便是好不容易进趟城，也只能是跑马观花。高楼

大厦、车水马龙、灯红酒绿、阔佬贵妇、跟风少年、时尚少女什么的只能像在

眼前快速晃过的拉洋片画面，只能给视觉以瞬间刺激，不会在心中留下深入理

解。后来才知道，建伟一家都是文化人。

广袤的农村，众多的农民，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充满了喜怒哀乐的，或平

淡，或惊奇，或震撼的故事，蕴涵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也就需要方方

面面的记录与总结。如果说正渠热衷于乡土题材创作是基于其出身于农村的

“劣根性”，而又不愿意忘本并义无反顾地将全部的狂热与激情献身于表现并

讴歌被许多文化人当然也包括艺术家遗忘了的乡村绘画创作的话，建伟则更像

悟透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清醒的旁观者（顿悟者），毅

然闯入那个能够使他感悟到生活的真实意义，充分体现自己的特质，尽情表达

自己的情感的农村天地。他通过自己的观察，感受了直接的冲动，再经过深入

的思考，加入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元素，用画笔描绘一个个故事、一段段

历史、一个个场景的瞬间，并为之满足、为之陶醉而心无旁骛。

“二段”最近要出风景画册，书名好像是《乡村风景》，还是离不开乡村二字。

建伟问我能不能给他的画册写一段文字，我当时很犹豫，因为对美术我是

个外行。不过又一想，美术作品是干什么的？难道只针对专家学者、沙龙画廊

而不面向广大群众？窃以为还是应该面向普通观众的。那么普通观众看了美术

家们的作品后会有什么看法呢？我就作为圈外人以普通观众的眼光来说道说道

建伟的画岂不等于为他提供民意参考吗？想到这里也就释然了。

建伟的风景画一如他的人物创作，除了早期的个别作品还体现出作者的冲

动，表现出张牙舞爪之态外，绝大多数画面都显得平静、祥和，与农村的日常

生活场景极为相符。每次他下乡带回来的画也还多是田园风光、农家情调，再

有就是高度建伟化了的风景小品，哪怕是几棵树木、一个水库、一条水渠、一

片院落都那么娴静、优雅。就说他画的黄河吧，也是水波不兴，与正渠的惊涛

骇浪形成鲜明的对比，二人的性格差异也就不自觉地表现在画布上了。

啰里啰唆写了这么多，不管是不是说到点子上，反正是我观看建伟作品后

的真实感受。当然，我也期待着画册尽快面世，也好看看别人是如何理解并评

价建伟的作品的，既是一种欣赏，更是一种学习。

武汉  南望山庄 

2008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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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二

万江涛  

得画面很厚实。后面有几个当地人围着看，操着浓重的口音争论这画的是“甚

地方甚地方”。

雨几乎停了，只剩下丝丝的落在脸上感觉不到。身上没热气手指伸不开。

建伟擤擤鼻子，感冒又重了的样子。他说又画坏了一张，接着收拾东西。

山是在当地有些名气的，从亭子这儿顺着山脊往西很远还能看见一些类似

于庙宇的建筑，说不上是什么年代建的，有些地方风化得很厉害，也能发现修

缮过的痕迹，可以看见零星的道士。在一处地势险峻的地方建了不长的走廊，

有顶子倒是遮风避雨。建伟说真冷啊，这咋办？可还是掏出了本子。

雨又下开了。这一片黄土地基本上是缓坡，起伏不大，唯这山刀劈斧凿般

地立了起来，算是周围的“制高点”。山脚下河床的冲击面也甚是宽阔。听别

人讲有一段传说和当地的历史与先民有关系。

建伟又画了两张，他不断地吸烟取暖，可是拿笔的手还是哆嗦着。天色渐

暗了，建伟下山的时候腿有点僵硬，他说今天真是画不成，后来他真的撕了几

张画。

我们赶到的时候建伟已开始在山门口能避雨的亭子里收拾东西，已经画了

一张，没看着，他说没画好准备撕呀。

天阴沉着，只是没有再下雨，风也不大。上午的雨把人堵在旅馆里哪儿

都去不了。

建伟把帽檐儿往下压压说这天恐怕还得下。

上山的石阶修得很陡，前面人的屁股在你眼跟前晃。山并不很高，上来却

是一身汗了。山上也有一个亭子，周围青砖铺了地。建伟扶着栏杆喘着说这地

儿带劲儿，视野不错，开阔，下雨还淋不着，说着四周看看掏出本子画开了。

天上的云更厚了些，不知是风大了还是在山上的缘故，立了一会身上的汗

落了，阵阵寒意袭来。建伟把衣服拉链拉到头，缩着脖子画。

雨又开始下了，一滴两滴一阵子可大了，外头立不住人了，建伟只能把摊

儿挪到亭子里面。亭子里有块碑，没注意上面刻着啥，但是避风。建伟躲在碑

后面，一会站起来看看又蹲下去涂涂，嘴里头咕哝着画不成啊，立那儿抱着胳

膊吸了根烟，像是在琢磨什么，然后又开了一张。

人都来躲雨了，亭子里热闹了一些。建伟这张涂得又重又黑，反复折腾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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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几乎停了，只剩下丝丝的落在脸上感觉不到。身上没热气手指伸不开。

建伟擤擤鼻子，感冒又重了的样子。他说又画坏了一张，接着收拾东西。

山是在当地有些名气的，从亭子这儿顺着山脊往西很远还能看见一些类似

于庙宇的建筑，说不上是什么年代建的，有些地方风化得很厉害，也能发现修

缮过的痕迹，可以看见零星的道士。在一处地势险峻的地方建了不长的走廊，

有顶子倒是遮风避雨。建伟说真冷啊，这咋办？可还是掏出了本子。

雨又下开了。这一片黄土地基本上是缓坡，起伏不大，唯这山刀劈斧凿般

地立了起来，算是周围的“制高点”。山脚下河床的冲击面也甚是宽阔。听别

人讲有一段传说和当地的历史与先民有关系。

建伟又画了两张，他不断地吸烟取暖，可是拿笔的手还是哆嗦着。天色渐

暗了，建伟下山的时候腿有点僵硬，他说今天真是画不成，后来他真的撕了几

张画。

我们赶到的时候建伟已开始在山门口能避雨的亭子里收拾东西，已经画了

一张，没看着，他说没画好准备撕呀。

天阴沉着，只是没有再下雨，风也不大。上午的雨把人堵在旅馆里哪儿

都去不了。

建伟把帽檐儿往下压压说这天恐怕还得下。

上山的石阶修得很陡，前面人的屁股在你眼跟前晃。山并不很高，上来却

是一身汗了。山上也有一个亭子，周围青砖铺了地。建伟扶着栏杆喘着说这地

儿带劲儿，视野不错，开阔，下雨还淋不着，说着四周看看掏出本子画开了。

天上的云更厚了些，不知是风大了还是在山上的缘故，立了一会身上的汗

落了，阵阵寒意袭来。建伟把衣服拉链拉到头，缩着脖子画。

雨又开始下了，一滴两滴一阵子可大了，外头立不住人了，建伟只能把摊

儿挪到亭子里面。亭子里有块碑，没注意上面刻着啥，但是避风。建伟躲在碑

后面，一会站起来看看又蹲下去涂涂，嘴里头咕哝着画不成啊，立那儿抱着胳

膊吸了根烟，像是在琢磨什么，然后又开了一张。

人都来躲雨了，亭子里热闹了一些。建伟这张涂得又重又黑，反复折腾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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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  纸本油画  26.5cm×37.5cm  1979年

图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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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  纸本油画  26.5cm×37.5cm  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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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郭镇  纸本油画  11.5cm×19cm  1979年回郭镇  纸本油画  17.5cm×20.5cm  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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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郭镇  纸本油画  11.5cm×19cm  1979年回郭镇  纸本油画  17.5cm×20.5cm  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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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津渡  纸本油画  13cm×18.4cm  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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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  纸本油画  23cm×26cm  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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