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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再新，1953 年生，山东栖霞人。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中

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协中国画艺委会委员、中国画学会常务

理事﹑第五届中国书协理事、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

院中国画院研究员、国家中华文明历史题材创作指导委员会委员、

中国书画人才专业委员会人才指导委员会导师、北大艺术学院高研

班导师、北京美协中国画艺委会副主任、解放军美术书法研究院艺

委会委员、武警部队美术书法研究院副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

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大展并多次获奖 , 其中代表作品《雪狼突

击队》获首届中国美术奖创作金奖暨第 11 届全国美展金奖；《热

血男儿》获第九届全国美展银奖；《师生》为第八届全国美展获奖

作品；《天使在人间》获第二届全国中国画展银奖；《儿女英雄》

获全国画院优秀作品展最佳作品奖、解放军新作品一等奖。

苗再新
MIAO ZAIXIN

艺术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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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真情深  格高品正
——苗再新人物画读识

文：曹玉林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传统中国画的现代转型是一个众

说纷纭、见仁见智的热门话题。由于中国画是一个由特定媒介、

特定语言形式和特定艺术趣味等多重因素相互连锁的复合性画

种，故而对于这种转型的必要性和切入点有着不同的认识。而

以下两个原因，更使得这种不同的认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

性和多样性。这两个原因其一是“全球化”的背景，使得西方

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艺术思潮成为一种居高临下的强势话语，

正日趋一日地对中国画的价值体系和创作观念进行蚕食和改塑；

其二是市场经济大潮所导致的绘画商品化，造成了理想主义激

情消退，使得原本作为学术性的转型探索，正在以一种不经意

的方式变成了庸俗的花样翻新和追名逐利的炫技行为。相对而

言，这种令人扼腕叹息的不良倾向，在人物画的创作中表现得

尤为突出。由于从事人物画创作的画家，一般都受过现代的美

术教育，对于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艺术思潮较为熟悉，也较为

容易接受。在当下很多人物画家尤其是中青年人物画家的笔下，

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常常被弃之如蔽履。他们或空

虚苍白，痴迷于诸如美女、裸体等生理性的感官刺激；或以丑

为美，对人物的形象肆意夸张、扭曲，使之成为目光呆滞，神

情怪异的“精神病患者”；或故作高深，将人体“抽象”“物化”，

以之图解晦涩难懂的观念性隐喻等等，凡此种种，都反映了在

当代人物画的创作中，存在着一种价值判断的迷乱和精神维度

的丧失。

不过，凡通则中皆有别例，任何事情都不可一概而论。当

下人物画创作虽然存在着某种偏离现实主义轨道，热衷于表现

“另类生活”异态的虚妄和颓废的倾向，但能够在这种时风潮

流中不为所动，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者却

依然大有人在。这其中被论者称之为“大味必淡”的军旅画家

苗再新，便是颇有代表性的一位。

苗再新，山东栖霞人，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便开始活跃于

画坛，屡屡在各种国家级的大型展事上夺冠折桂，显示出良好

的创作态势和令人击节的才情潜质。从表面上看，苗再新的作

品似乎并没有特别强烈的个人面貌和戛然独造的风格特征，但

实际上这种在寻常面目的表象之下，努力追求重塑民族艺术时

代价值的转型探索是最难的，也是最为可贵的。因为它既不靠

旁门左道的抽象、变形来炫人眼目，也不靠剑走偏锋的“试验

水墨”来哗众取宠，而是老老实实地靠对时代精神的感应和对

生活真诚的体验，来表达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审美理想，因此，

这种作品是最能够感动人的，也是最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

另外，苗再新的作品在艺术上也并非缺乏个性，恰恰相反，苗

再新作品中的艺术个性是十分鲜明的。只是这种艺术个性不是

那些浅表的外在花样，而是既雅俗共赏，具有学术深度的稳定

风格。这种稳定风格若用一句高度概括的话来归纳，便是：形真、

情深、格高、品正。这其中形真、情深，是苗再新人物画的形态；

格高、品正，是苗再新人物画的精神。我们首先来看形态。

苗再新人物画在形态方面的特点是形真、情深。这种形真、

情深是由其价值取向所决定的，但同时也是由其创作手法所决

定的。我们知道，苗再新的人物画在造型上是写实的，而在表

现上却是写意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写实落实了“形”之“真”，

写意体现了“情”之“深”。写实与写意，二者水乳交融；形

真与情深，双方相互映发，从而构成了苗再新人物画的最大特

征。具体来说，苗再新的人物画的造型是严谨的、准确的。苗

再新对于自己所表现的对象既不美化，也不丑化，而是尽可能

地做到本色、朴素、质实、生动，每每抓住表现对象在不经意

间所流露出来的最精彩、最微妙，同时也最能反映其内心世界

和精神面貌的瞬间，使之定格，从而完成其所要创造的艺术形

象。从这一点上来说，苗再新的人物画首先是立足于“真”的，

或者说是以“真”为第一要义，在“真”的基础上，然后再转

而追求“美”和彰显“善”的。之所以说苗再新的人物画“形真”，

其理由即在于此。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苗再新笔下的“真”，

不是纯然客观的“真”，而是艺术“真”，或者说是一种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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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和高于生活的“真”。即这种“真”，既不是从先验理念

出发的“美化”或“丑化”，也不是自然主义的“拷贝”或“克

隆”，而是主观与客观高度统一的“真”。为这种“真”提供

支持和保证的是苗再新丰富而真挚的“情”。一般说来，山水画、

花鸟画和人物画由于所表现的对象不同，给人们所提供的艺术

美感也是不尽相同的。如果不作狭隘的理解，似乎可以这样说，

山水画主要致力于表现山水的气象美，花鸟画主要致力于表现

花鸟的格调美，而人物画则主要致力于表现人物的情态美。由

于人物画是以“人”作为表现对象的（尽管山水和花鸟有时也

可被当作“人”来表现，但毕竟不能代替人物画），而人是有

思想，有感情，有阅历，有性格的，并且这种思想、感情、阅

历、性格和“人”的行为一样，都是带有一定时代性和社会性

的。故而，人物画的创作除了造型和笔墨的技巧之外，还需要

深入到被表现对象的内心世界中去，与其共同体验人生和心灵

的历程。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人物画创作要远比山水画和

花鸟画复杂得多，也困难得多。这种复杂和困难，便主要体现

在一个“情”字上。毫无疑问，苗再新的人物画是充满了“情”

的，这种“情”可用一个“深”字来概括。所谓“深”者，饱满、

充沛也，也包含着真诚、恳切的意思。我们看苗再新的作品，

不论是主题性创作的获奖作品《师生》中，为理想而共同献身

的革命之情，还是同样也是获奖作品的《热血男儿》中，杀敌

报国奔赴疆场的激越豪迈之情，抑或是《欢乐凉山》《雪域子民》

《朝圣之路》等表现少数民族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中种种喜悦、

憧憬和企盼之情，皆真实、饱满，感人至深，令人观赏之后在

心理上能产生强烈的共鸣。苗再新作品中的这种真挚的感情，

主要是通过人物的面部表情尤其是眼神来表现的。如《师生》

中毛泽东眼神中的从容、自信，徐特立眼神中的坚毅、淡定；《期

盼》中藏民夫妇和他们女儿眼神中忍耐、无助和对改变生存状

态的渴望等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人看过之后心情

久久不能平静。从苗再新的这些作品中，我们似乎可以领悟到

顾恺之“传神阿睹”的真谛。

形真、情深，是苗再新人物画在形态方面的最大特点，其实，

这也是 20 世纪现实主义人物画创作的优良传统。而说到现实主

义，这就要关涉到苗再新人物画精神方面的本质特征：格高和

品正了。

关于现实主义，在当今的画坛上似乎是已经过时了。在现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现实主义常常被等同于官方的意识形态，

视为是“革命”和“政治”的代名词，甚至有人在报刊上大声

疾呼：“现实主义该垮台了！”其实将现实主义狭隘地等同于

官方的意识形态，与“革命”“政治”等概念相挂勾，是一个

极大的误会。当然，在我们今天的这种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现

实主义与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这

二者之间并不能画等号。实际上，艺术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指的

一种以艺术家的真情实感去直面人物，表现人生的创作思想和

创作态度。这种创作思想和创作态度，反映了艺术家的责任感、

道义感和人文关怀精神，既是艺术家的社会良心所在，也是一

种最为宝贵的艺术品格。对于这种艺术品格采取疏离、不屑甚

至是反对的态度无疑是错误的，其内中所包含的“后殖民心态”

和自欺欺人的矫情、清高是不足取的。而苗再新的人物画，与

上述的做法正好相反。苗再新在创作思想和创作态度上，始终

坚持着现实主义的原则立场，不论时风潮流怎样波谲云诡，倏

忽多变，苗再新都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将目光主要投向那关乎

历史、关乎时代、关乎社会和关乎民众的现实主义题材，热忱

地讴歌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真诚地关注生活于最基层的普通

民众。这不论是从苗再新的主题性创作中，还是从苗再新的大

量以少数民族为表现对象的作品中皆可以看得很清楚。

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态度，是苗再新的“格

高”，而与这种“格高”相对应的苗再新在形式手段和创作方

法上的“品正”。因为仅仅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态

度还是不够的，在艺术创作中，价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必须

升华为审美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反映论上的现实主义，必须升

华为诗意化的现实主义，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作品思想性

和艺术性的统一，而这就要求创作者必须具备足够出色的形式

手段和与其思想内容相匹配的创作方法。苗再新在这方面同样

是表现得相当出色的。

苗再新在创作中不耍小聪明，不玩小花样，不迷恋小情调，

不追逐小趣味，而是坚持走正道，孜孜矻矻地在笔墨上下功夫。

中国画中的笔墨，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极其丰富的艺术表现

力。其提按顿挫、浓淡干湿、轻重徐疾的运动节律，变化多端，

充满了随机性和偶然性，不但能表现所描绘对象的形态和神韵，

而且还能折射创作者的内心情感和精神诉求，是中国画体格链

条中的关键性一环，以至黄宾虹认为“中国画舍笔墨而无他。”

苗再新的笔墨功夫是相当扎实的。作为中国书协理事的苗再新，

兼任着中国书协培训中心的教授一职，对于书法的形式构成及

其审美特征有着深刻的理解，能够娴熟地掌握。苗再新在创作中，

自觉地将书法的形式构成及其审美特征创造性地转换为绘画的

视觉形象。因此，我们看苗再新的作品，不论是较为严肃的主

题性创作，还是较为轻松的抒情性作品；也不论是巨幅大幛，

还是盈尺小品，皆是“写”出来的，而不是“画”（此处“画”者，

指的是勾描）出来的，更不是“做”出来的。故而，在苗再新

的笔下，每一根线条，每一点墨迹，都充满了书法的骨力和韵致，

都具有书法的形式美感。由于苗再新在造型方面是写实的，严

谨、准确，形神兼备，而在表现方面却又是写意的，自由、灵动，

潇洒松秀而富于变化；这二者之间很自然地构成了一种内在的

张力，使得苗再新的作品既有着物质性的视觉效果，又有着精

神性的文化内涵；既令人赏心悦目，又耐人寻味品读，从而达

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苗再新在表现形式和创作手法上拒绝“怪

力乱神”，而是努力追求在稳定中有变化，在平淡中见新意，

这是极其可贵的。我们知道，在当今的画坛上，由于对“创新”

的崇尚和误读，刻意求奇之风愈演愈烈。然而正如董其昌所言：

“因奇而求奇，奇未必即得，而牛鬼蛇神之状必呈。”在这方

面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而苗再新却能在这种纷繁、浮躁、急

功近利的背景之下，坚守着形真、情深、格高、品正的正确信

念，开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其认识之清醒、成果之丰硕，

令人肃然起敬。如今苗再新正当盛年，其创作也进入了一个最

为旺盛、成熟的喷发期。我们期待着他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



3

传经

200cm×200cm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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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支撑

200cm×400cm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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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挺进

225cm×200cm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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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血男儿

235cm×175cm  
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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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狼突击队（右图 局部）

雪狼突击队

250cm×230cm  
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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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英雄

145cm×240cm  
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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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工

225cm×200cm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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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高原

200cm×200cm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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