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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历

1961年10月13日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居仁村

1975年初中毕业

1978年高中毕业

1978-1986年在昔阳县供销社任职

1986-1988年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等院校进修油画

1988年至今经营昔阳县万银建筑装潢工程队

2003年4月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乔万英油画展”，部分作品被友人及中央美术学院收藏

2003年《中国油画》第4期发表乔万英油画作品及殷双喜文章《在希望的田野上——乔万英其人及油画》

2004年4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生命之境——乔万英油画作品展》并出版画集，《村庄系列之一》被中

国美术馆收藏，部分作品被国内外友人收藏

2005年7月16日～23日在河北省博物馆举办《会唱歌的颜色——乔万英风景油画作品展》

2005年8月7日《人民日报》第8版发表张晓军文章“会唱歌的颜色——农民画家乔万英的油画风采”

2007年9月在上海美术馆举办“我的家园——乔万英油画展”并出版画册

山坡上的耐火厂           
61cm×80cm      
2002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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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之所以能拨动人的心弦，在于它将不间断的情感意象过滤、提炼、升华为可感知的形式展现给
人。情感的深度及分寸感的平衡，是艺术魅力永存的秘密。而这种平衡的基础，与艺术家情感的真挚程度
关系更大，甚至大于技巧的高下优劣。

    艺术的丰富在于人性的丰富，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与永恒的时空对比中，人的喜怒哀乐之情需要表达，
生命需要歌唱，由此组成四季的景象。为了给瞬间注入永恒的因素，也为生命的焦虑和惶惑带来慰藉，艺
术家为抒发人类的心声在不懈追求。而不同生命个体的不同层次的追求，使得艺术的表达必然色彩纷呈而
不是单调灰色的。

    从这层意义看，乔万英的绘画直接地表达了他对生命及其赖以生长的基础的思考。但他不是通过书本
的教条去求索解答有关生命和艺术的问题，而是通过个体在大地上的行走、通过身体和心灵在与自然敞开
的对话中、以及在艺术形式的生成中，获得对生命意义的领悟。

    乔万英生长在乡村，他就像北方大地上的草木，不孤独且充满对生命力的敏感。他的触须伸向泥土
和空气中，以获取艺术的养份。这不仅仅体现在绘画中，也显现在他有感而发，时时吟咏的那些如歌、
如诗、如民谣的作品中。这就决定了他绘画的特质是流动和敞开的，犹如赤子畅通无碍地与自然融会交
流。他投入自然，自然也涌流于他的胸中。他因而能倾听自然的声调，辨析自然的丰富层次。自然也和他
交谈，与他的激情相呼应。他不把自然视作只能奉献和牺牲的对象—一般意义上人们将自然视为一个
客体，最多做一个旁观者……。所以，当乔万英在庄稼地里沐浴清风和阳光，和一群植物在阳光中歌唱
生长时，他已将自己化作一棵植物。他说曾经听见向日葵在歌唱，当然这是他心中的“向日葵之歌”，
他已经完全长出了和向日葵这种植物之间的诗意的联系，感受到它们所传导的清新、芬芳、蓬勃的生命
活力……。当他情不自禁带着喜悦的感情轻轻哼出一曲轻快的小调时，显然，那曲调和当地民歌风有着联
系—所有的民谣和民歌都最直接地来源于日常生活。与此同时，他的“向日葵”系列组画也诞生了，画
中的向日葵是有表情，充满活力和跳跃着的，能让观者充分感受到它们喜悦地在大地上的生长。当他挥动
画笔，自由挥洒向日葵跃动的身影，或者以色块、线条率直地刻画它的图案般的脸时，我们很难以美术史
上表现主义的个性宣泄或涂鸦的反抗叛逆来归属他的风格类型，而且也难以和一般的乡土风情挂钩。他接
受过专业画家给他的建议，也进修过油画技法，对现代美术史上的那些画派和画家并不陌生。但他对这一
切都经过自己的过滤性选择，或者经过自己的自然化感受，将这些风格流派的形式因素化作自己的田园激
情，在画布上流淌开来。

    从他的一系列描绘家园、乡土的绘画中，可以感知这是一个具有中国乡土文化情结的画家。他生长在
乡土环境，艺术和他的生命一起在那里起步、成长和发展。他画中的田野、道路、庄稼、人物、树木、野
花、院落、天空、月亮、太阳、黑夜、白雪……无不是乡土质朴的理性和单纯热情感性的平衡与和谐。他
的作品风格变化很多，有豪放率真的，有神秘朦胧的，也有循规蹈矩的朴素。但总体来讲，真切的生命感
动与直接的表达互为衬托，对乡土的自觉表现与生存体验互为表里，精神的提升与审美自觉互为依托。更
重要的是他对“家园”的体认是基于亲情、乡情、生命的诸多意象的集合，而不是单一的乡村生存图景。
他不同于大部分住在城里将“家园”比作失去的童年的美好记忆、充满怀旧的幻想的画家；或者将乡村视
作一个未被污染的“乌托邦”国度，享尽城市方便繁华之余想象着乡村的诗意浪漫。他的“家园”是实实
在在的，充满扎实生长的活力，因为他就生活在其中。尽管他的作品并不完全如实描绘眼前所见，或者并
非完全“质朴”的表达。但从他作品中体现的意象，以及充满激情的表现性可以证明，乡村—他的家
园，是他在艺术上赖以思考和感受的基点。他的艺术表达了一个中国现代乡村人对生命、对家园，对更为
普遍的理性的追求和审美的渴望。

（作者为中国美术馆研究员）

    一年前，来自山西乡村的画家乔万英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画展，那些形式质朴，感情炽热的作品，曾引
发许多美术家和评论家的惊奇和激赏。人们喜欢他的作品，是因为在他的作品里感受到时下艺术所欠缺的
东西—对生命和土地难解难分的真挚感情。

    乔万英生活在太行山麓昔阳县的乡村，他在那里上学、种田、做工，也在那里画画—如果你在昔阳
郊野看到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在山坡、田边支起画箱写生，那一定是乔万英。他画他的故乡，北方的土地
和依附于土地之上的生命以及一切生命的喜悦、艰辛和幻梦。在外来客看来，晋中山乡的自然景观十分平
凡，但在乔万英眼里，家园的山川沟壑一草一木，每一朵花、每一缕阳光和每一片云彩，都隐藏着说不尽
的故事，传递着难以言喻的情致，永远在激发他的创作热情。
   
    这是一种源远流长的热情，它有很深的文化根系和很宽的文化视野，它是得到久远记忆、古老传说滋
养而生发的创造激情。正像画家自己所说—出现在他画布上的土地、人物和草木都有自己的命运和自己
的表情，他不是冷静地描绘它们，而是倾听它们的歌唱，与它们对话……。因此，我们在乔万英的作品里
看不到那种流行的百无聊赖，我们感受到的是自然生命“不舍昼夜”的涌动。也是在这一点上，乔万英与
现代艺术的追求殊途而同归。

    乔万英活得充实、忙碌而且生气勃勃，他要把每一天的时间分配到各种劳作上去。虽然绘画给他最大
的乐趣，但他不可能像“专业”艺术家那样置艺术之外的一切于不顾。幸运地是他的艺术创作得到多方面
的理解和支持：中央美术学院苏高礼教授一直在鼓励和指导他作画；美术评论家对他的作品经常提出友善
和极具独到见解的评说；他身边的亲友(特别是他年迈的父亲)一直以来都是他作品的尽职的阅赏者和最初
的批评者……。想到这样的环境和条件，我们才可以理解一个生长在遥远山乡的普通劳动者，是如何走上
油画创作道路的。从艺术观念的角度看，乔万英的处境并不闭塞，我们可以把他在绘画创作上的成功，看
作是中国乡土文化根系保持生命活力，日新月异的可喜例证。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乡村·他的家园
  —乔万英的绘画

徐虹 水天中

歌唱生命，歌唱土地
  —乔万英的乡土情怀

上图：(右至左)贾方舟、徐虹、水天中、乔万英

下图：乔万英在五台山写生

上图：(左至右)徐虹、乔万英、水天中、贾方舟

下图：乔万英(右)和苏高礼教授(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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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万英生活在两个世界：现实中的乔万英，是一个善解人意、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大好人。他质朴、憨
厚、善良，一副佛家心肠，至今和住在村里的父母生活在一起，看起来和普通农民没有两样。他根本不
像一个领导着二、三百人的工程公司的老总。但也正是这样一个不像“老总”的老总，从不拖欠工人的工
资，心里还装着他所能顾及的孤寡老人。他以匿名的方式实行社会救助，从不曾宣传过自己。当他忙于这
些事务时，他是实实在在生活在现实之中的一个人，他要与现实中的各色人等打交道，解决遇到的各种问
题。但与所有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同的是，他有属于自己的另外一个世界。那是一个可以暂时忘掉现实、超
然于物外的世界，一个可以驾着幻想的翅膀纵横畅游的世界。

    在现实生活中，乔万英将物欲降到了最低限，他对于发家致富、吃喝玩乐这样的俗事全然没有兴趣。
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能够排除一切杂念，排除对物欲追求，一定是为一种更加强大的力量所吸引，那便
是在艺术创造中所获得的乐趣。正是这种创造活动，使他能够超然于物欲之上，更纯粹地转向精神，让精
神得以提升。在这个过程中，他成功地营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获得了心灵的宁静
和创造的快乐。当他从烦杂的现实事务中摆脱出来以后，便可以在自己的创造天地中自由驰聘。画画成了
他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了他精神补给的必要方式。只要他坐在画布前，面对自己心仪的自然景色，
他很快就进入另一种状态，如古人所说，“寂然凝思，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在这种“精鹜
八极，心游万仞”状态下，在他的眼前所呈现的景物不再是景物的原貌，而成为可以与之交流的、处于动
态中的生命活体。因此，他的画，严格意义上讲不是写生，而是在画他的一种感觉乃至幻觉。涌动的山
岳、翻卷的麦浪、翩翩起舞的玉米、变成张张笑脸的向日葵……，在他笔下，这些寻常景色都成为有声有
色的生命体。

    前些年，乔万英的绘画主题主要是风景。他几乎画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沟沟壑壑，不是田间河滩，
便是村舍院落，或烈日当空、或夕阳西下、或明月高悬、或幽幽夜色……，他很少出远门，更不画名山大
川，他只对他所熟悉的家乡的一草一木有感觉有兴趣。近一年来，乔万英的绘画主题又有所扩展，但不是
向外扩展，而是向内扩展，是将视点转向自己的经历、记忆、以及内心体验，借助或清晰或模糊的记忆回
到儿时种种有趣的经历，或完全耽于幻想之中，凭着幻想来构造画面。出现在他画中的幻想成分，不同于
他面对风景的幻觉，幻觉是直接由视觉引起，而幻想则是凭借经验和记忆所展开的。它是一种调动了内心
资源的纯粹的心灵活动，也是在更加自由的状态中展开的心灵创造，因此，乔万英的这一变化是重要的，
是向着内心层面和经验领域的深化，也是向着精神层面的升华。

    在艺术表现上，乔万英的作品有两个最明显的特征：一是他对色彩的敏感。面对对象，他满眼的色
彩，很快能把握到色彩的基本倾向，或大刀阔斧，以单纯强烈色彩对比构成画面；或表现得非常深入、丰
富和细腻，特别是一些新作，对画面色调的把握更是显出一种修养，那些浅浅的灰色调极富感染力。二是
他那一气呵成的和变化多端的表现性手法。他的画绝无千篇一律的感觉，每一幅都有新意，因为每一幅都
是有感而发。他的艺术生命力也正是来自于他总能面对画布保持一种新鲜的感觉，保持一种生命的冲动。
即使某些画面有技法上的缺陷（他属于自学而未经过正规的专业训练），但绝不缺少激情。他的天性使他
和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者为著名美术批评家）

生活在自己的世界
  —乔万英艺术印象

贾方舟

    最初认识乔万英是因为他到寺院学佛、坐禅的机缘。记得第一次见面，他就劈头盖脸地问我：人活着
的意义是什么？一个山西昔阳县的农民企业家，一个年届中年、历尽世故的人，一个貌像质朴憨厚的汉
子，却在心中很真实地保留着这样形而上的疑问，这引起了我对他特别的注意。后来颇感意外地知道他喜
欢画画，也到北京中国美术馆看过他的个人画展，又帮忙促成他在石家庄的画展，对绘画完全外行的我，
渐渐地也能从他的油画中悟出一些感觉来。所以不怕卖乖露丑，将我那些粗粗拉拉的“感觉”写出来奉献
给他。

    乔万英绘画的题材都是他所生活的那片土地：那山村、那树木、那庄稼地、那山路、那些庄稼人……。
看得出来，他热爱那片土地上的一切。他仿佛已和那片土地通灵，之后用手中的颜料替那片土地发言，替
那片土地歌唱。这时我们能感觉到一种灵感在撞击他的胸膛，一种韵律俘虏了他的手眼，手中的颜料成了
歌唱家的歌喉或者巫师的符咒，有关油画的各种清规和技法象绳索一样被一颗自由的心绷断，就这样，乔
万英在画布上放声歌唱了……
    所以，你看，那些玉米、那些向日葵，象充满激情的人群，正开着盛大的音乐会，在歌唱、在跳舞。
高原上伸向远方的道路则象一个踽踽独行的旅人，让我们沉思生命的终极意义。荒原上茕茕而立的树、
孤独而又沉默的村庄让人心里有些忧伤；土地上喷薄而出的庄稼、野花、各种昆虫和生灵则象一群光着屁
股、活蹦乱跳的儿童—颜色在画家手里发出了声音、鸣出了节奏！

    乔万英画布上的境，是“为我之境”，是此时此地的“在”，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地居住”。因
此他不大在意“那象什么”，他也不在意透视角度的真实性以及光影的写实。那些“境”是为他而存在
的，或者说他感动着和它们融为一体，并用颜料表达出了这份感动。
    所以，乔万英的画是表现主义的、是抒情的、是油画中的草书；他本人则属于画家中的李白、怀素之
流。与其说他在画天地，不如说他以“天地之境”描绘自己的内心。“将谓郭象注《庄子》，却是《庄
子》注郭象”—魏晋玄学家郭象注解《庄子》很透彻，其实，那是他借《庄子》在阐述他自己的心灵！
在禅宗的境界则说“转万物归自己”、“转自己归万物”。唐代的长沙景岑禅师这样说：“尽十方世界是
沙门眼，尽十方世界是沙门全身，尽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尽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里，尽十方世界无一人
不是自己。”
    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参禅不悟，忽一日开窗见春草发绿，大悟，脱口而出：“恰似自家意思一般。”
—这是禅者心物一如后的自在无碍，是生命超越二元对立后达到的统合。乔万英也许没有最后抵达这种
统合，但他已找到了前进的方向。他的风景画是心与境通透后的抒发。他的心是主人，画布、颜料乃至所
画物都被这主人指挥着、驱使着，去共同完成那心灵的交响乐！这交响乐述说了他对生活的态度，对大自
然的理解，对时间、空间的沉思……
    所以从形式、技巧上看，他的画也许不够精致、唯美，有些粗糙、有些野性，仿佛高原上农民的手，
轮廓粗犷、简单，但是温暖、有力！

    我总是在乔万英的画中读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愫。他仿佛已碰触到生命无常的玄机而感喟无尽。时空
无情地流转着，家在哪里呢？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一分感动、一分无奈、一分静观、一声浩
叹，在那些激动的玉米、惆怅的树里闪闪烁烁，在那些张开双手、如梦影般的大人、小孩身上闪闪烁烁，
让我们感受到这位农民画家象棉花一样柔软的心。洞察到生命的边界而有沉思、而有艺术、而有美；跨越
生命的边界而有宗教、而有超越、而有自在！我期待着乔万英跨出那最有力的一步！

（作者为河北省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河北赵县柏林禅寺方丈）

明海

用颜色放声歌唱 以天地注解我心
  —我看乔万英的画

上图：(右至左)水天中、徐虹、贾方舟、乔万英

下图：乔万英家乡居仁村雪景

上图：明海法师

下图：(右至左)乔万英母亲、父亲、苏高礼、贾方舟、乔万英和妻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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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万英生活在两个世界：现实中的乔万英，是一个善解人意、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大好人。他质朴、憨
厚、善良，一副佛家心肠，至今和住在村里的父母生活在一起，看起来和普通农民没有两样。他根本不
像一个领导着二、三百人的工程公司的老总。但也正是这样一个不像“老总”的老总，从不拖欠工人的工
资，心里还装着他所能顾及的孤寡老人。他以匿名的方式实行社会救助，从不曾宣传过自己。当他忙于这
些事务时，他是实实在在生活在现实之中的一个人，他要与现实中的各色人等打交道，解决遇到的各种问
题。但与所有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同的是，他有属于自己的另外一个世界。那是一个可以暂时忘掉现实、超
然于物外的世界，一个可以驾着幻想的翅膀纵横畅游的世界。

    在现实生活中，乔万英将物欲降到了最低限，他对于发家致富、吃喝玩乐这样的俗事全然没有兴趣。
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能够排除一切杂念，排除对物欲追求，一定是为一种更加强大的力量所吸引，那便
是在艺术创造中所获得的乐趣。正是这种创造活动，使他能够超然于物欲之上，更纯粹地转向精神，让精
神得以提升。在这个过程中，他成功地营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获得了心灵的宁静
和创造的快乐。当他从烦杂的现实事务中摆脱出来以后，便可以在自己的创造天地中自由驰聘。画画成了
他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了他精神补给的必要方式。只要他坐在画布前，面对自己心仪的自然景色，
他很快就进入另一种状态，如古人所说，“寂然凝思，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在这种“精鹜
八极，心游万仞”状态下，在他的眼前所呈现的景物不再是景物的原貌，而成为可以与之交流的、处于动
态中的生命活体。因此，他的画，严格意义上讲不是写生，而是在画他的一种感觉乃至幻觉。涌动的山
岳、翻卷的麦浪、翩翩起舞的玉米、变成张张笑脸的向日葵……，在他笔下，这些寻常景色都成为有声有
色的生命体。

    前些年，乔万英的绘画主题主要是风景。他几乎画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沟沟壑壑，不是田间河滩，
便是村舍院落，或烈日当空、或夕阳西下、或明月高悬、或幽幽夜色……，他很少出远门，更不画名山大
川，他只对他所熟悉的家乡的一草一木有感觉有兴趣。近一年来，乔万英的绘画主题又有所扩展，但不是
向外扩展，而是向内扩展，是将视点转向自己的经历、记忆、以及内心体验，借助或清晰或模糊的记忆回
到儿时种种有趣的经历，或完全耽于幻想之中，凭着幻想来构造画面。出现在他画中的幻想成分，不同于
他面对风景的幻觉，幻觉是直接由视觉引起，而幻想则是凭借经验和记忆所展开的。它是一种调动了内心
资源的纯粹的心灵活动，也是在更加自由的状态中展开的心灵创造，因此，乔万英的这一变化是重要的，
是向着内心层面和经验领域的深化，也是向着精神层面的升华。

    在艺术表现上，乔万英的作品有两个最明显的特征：一是他对色彩的敏感。面对对象，他满眼的色
彩，很快能把握到色彩的基本倾向，或大刀阔斧，以单纯强烈色彩对比构成画面；或表现得非常深入、丰
富和细腻，特别是一些新作，对画面色调的把握更是显出一种修养，那些浅浅的灰色调极富感染力。二是
他那一气呵成的和变化多端的表现性手法。他的画绝无千篇一律的感觉，每一幅都有新意，因为每一幅都
是有感而发。他的艺术生命力也正是来自于他总能面对画布保持一种新鲜的感觉，保持一种生命的冲动。
即使某些画面有技法上的缺陷（他属于自学而未经过正规的专业训练），但绝不缺少激情。他的天性使他
和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者为著名美术批评家）

生活在自己的世界
  —乔万英艺术印象

贾方舟

    最初认识乔万英是因为他到寺院学佛、坐禅的机缘。记得第一次见面，他就劈头盖脸地问我：人活着
的意义是什么？一个山西昔阳县的农民企业家，一个年届中年、历尽世故的人，一个貌像质朴憨厚的汉
子，却在心中很真实地保留着这样形而上的疑问，这引起了我对他特别的注意。后来颇感意外地知道他喜
欢画画，也到北京中国美术馆看过他的个人画展，又帮忙促成他在石家庄的画展，对绘画完全外行的我，
渐渐地也能从他的油画中悟出一些感觉来。所以不怕卖乖露丑，将我那些粗粗拉拉的“感觉”写出来奉献
给他。

    乔万英绘画的题材都是他所生活的那片土地：那山村、那树木、那庄稼地、那山路、那些庄稼人……。
看得出来，他热爱那片土地上的一切。他仿佛已和那片土地通灵，之后用手中的颜料替那片土地发言，替
那片土地歌唱。这时我们能感觉到一种灵感在撞击他的胸膛，一种韵律俘虏了他的手眼，手中的颜料成了
歌唱家的歌喉或者巫师的符咒，有关油画的各种清规和技法象绳索一样被一颗自由的心绷断，就这样，乔
万英在画布上放声歌唱了……
    所以，你看，那些玉米、那些向日葵，象充满激情的人群，正开着盛大的音乐会，在歌唱、在跳舞。
高原上伸向远方的道路则象一个踽踽独行的旅人，让我们沉思生命的终极意义。荒原上茕茕而立的树、
孤独而又沉默的村庄让人心里有些忧伤；土地上喷薄而出的庄稼、野花、各种昆虫和生灵则象一群光着屁
股、活蹦乱跳的儿童—颜色在画家手里发出了声音、鸣出了节奏！

    乔万英画布上的境，是“为我之境”，是此时此地的“在”，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地居住”。因
此他不大在意“那象什么”，他也不在意透视角度的真实性以及光影的写实。那些“境”是为他而存在
的，或者说他感动着和它们融为一体，并用颜料表达出了这份感动。
    所以，乔万英的画是表现主义的、是抒情的、是油画中的草书；他本人则属于画家中的李白、怀素之
流。与其说他在画天地，不如说他以“天地之境”描绘自己的内心。“将谓郭象注《庄子》，却是《庄
子》注郭象”—魏晋玄学家郭象注解《庄子》很透彻，其实，那是他借《庄子》在阐述他自己的心灵！
在禅宗的境界则说“转万物归自己”、“转自己归万物”。唐代的长沙景岑禅师这样说：“尽十方世界是
沙门眼，尽十方世界是沙门全身，尽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尽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里，尽十方世界无一人
不是自己。”
    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参禅不悟，忽一日开窗见春草发绿，大悟，脱口而出：“恰似自家意思一般。”
—这是禅者心物一如后的自在无碍，是生命超越二元对立后达到的统合。乔万英也许没有最后抵达这种
统合，但他已找到了前进的方向。他的风景画是心与境通透后的抒发。他的心是主人，画布、颜料乃至所
画物都被这主人指挥着、驱使着，去共同完成那心灵的交响乐！这交响乐述说了他对生活的态度，对大自
然的理解，对时间、空间的沉思……
    所以从形式、技巧上看，他的画也许不够精致、唯美，有些粗糙、有些野性，仿佛高原上农民的手，
轮廓粗犷、简单，但是温暖、有力！

    我总是在乔万英的画中读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愫。他仿佛已碰触到生命无常的玄机而感喟无尽。时空
无情地流转着，家在哪里呢？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一分感动、一分无奈、一分静观、一声浩
叹，在那些激动的玉米、惆怅的树里闪闪烁烁，在那些张开双手、如梦影般的大人、小孩身上闪闪烁烁，
让我们感受到这位农民画家象棉花一样柔软的心。洞察到生命的边界而有沉思、而有艺术、而有美；跨越
生命的边界而有宗教、而有超越、而有自在！我期待着乔万英跨出那最有力的一步！

（作者为河北省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河北赵县柏林禅寺方丈）

明海

用颜色放声歌唱 以天地注解我心
  —我看乔万英的画

上图：(右至左)水天中、徐虹、贾方舟、乔万英

下图：乔万英家乡居仁村雪景

上图：明海法师

下图：(右至左)乔万英母亲、父亲、苏高礼、贾方舟、乔万英和妻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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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系列之一 
112cm×145cm 
2004年11月 

太阳拿了块红布布

太阳

拿了块红布布

遮红了山

遮红了天

太阳

拿了块红布布

遮红了家

遮红了院

太阳

拿了块红布布

遮红了咱的小河边

还有俺这心尖尖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午

石头的梦

院子里睡满了石头

石头里全是梦

梦里有爷爷的爷爷

梦里有奶奶的奶奶

唱着一串长长的歌

院子里睡满了石头

石头里全是梦

太阳来了

咱坐着

月儿来了

咱等着

心就在这儿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离不开这院子呀

长不大这心

满院院的石头呀

满院院的梦

  无了的歌

荒挺的路

儿时的梦

在照照瞭瞭
不了的情

古老的歌

在翻翻腾腾

沉睡了的千古

在喊叫着

白天黑夜

爬不动的山路

在寻找着

我的明天

我的诗歌三首

乔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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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系列之二   
145cm×112cm     
2005年春

土地系列之三    
112cm×145cm   
2004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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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系列之二   
145cm×112cm     
2005年春

土地系列之三    
112cm×145cm   
2004年秋



10 11

土地系列之五
100cm×76cm     
2005年

土地系列之四    
112cm×145cm    
200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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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系列之五
100cm×76cm     
2005年

土地系列之四    
112cm×145cm    
200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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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系列之六      
75cm×100cm     
2004年

土地系列之七       
76.2cm×100cm    
2004年

土地系列之八       
45cm×62cm     
2002年10月

土地系列之九
45.5cm×62cm    
200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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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系列之六      
75cm×100cm     
2004年

土地系列之七       
76.2cm×100cm    
2004年

土地系列之八       
45cm×62cm     
2002年10月

土地系列之九
45.5cm×62cm    
200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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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系列之十         
100cm×75cm     
2007年5月

玉米地系列之一    
112cm×145cm    
2003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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