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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青萍简介

   李青萍，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我国著名现代派绘画艺

术大师，1911年11月16日生于湖北省江陵县（现荆州市）， 

2004 年 1 月 29 日去世，享年 93 岁。

   1927 年夏，李青萍先生改名李瑗，进入武昌女子职业学

校学习；1931 年考入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美术教育系；1932

年进入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在汪亚尘和周碧初、吴恒勤、

陈抱一等大师的指导下接触西方印象派美术，成为我国“西

画东渐”的先驱者之一。

   1937 年 7 月，李青萍应聘于马来西亚坤成女子中学任

音乐、美术教师，期间作画不辍，活跃于马来半岛艺术界；

1940 至 1941 年，在马来西亚举办“抗日筹赈义展”的绘

画大师徐悲鸿先生、旅居马来西亚的爱国画家翁占秋先生

和教育家姚楚英女士等人，分别为其出版的画集撰写了序

言；为在吉隆坡举办的个人画展撰写了评论、画展前言和

画展宣言；1942年春在太平洋战乱中回到祖国，先后在北京、

南京、天津、上海、苏州、杭州、武汉、无锡、重庆和中

国台北、香港以及日本等地多次举办个人画展，各地众多

报刊都进行过详细报导和评介。

  自 1952年始近30年的人生岁月里，青萍先生历经磨难，

却依然痴迷于绘画艺术，在充满荆棘和陷阱的现代派艺术

道路上孜孜不倦，求索创新，步履蹒跚，踽踽独行，以其

惊人的毅力创造出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

   1979 年 8 月 20 日，青萍先生的错案得到平反；1986 年

5 月 23 日，原湖北省江陵县文化局为其举办个人展；1986

年 7 月 10 日，湖北省美术家协会、侨务办公室、原江陵县

文化局、侨务办公室在武汉琴台联合举办“李青萍画展”，

向世人正式推出了这位险遭历史埋没的女性艺术家，引起

海内外极大关注和艺术界的高度评价。

   2003 年 11 月，李青萍先生将 100 幅作品捐赠给上海美

术馆；2008 年 2 月，上海美术馆举办“青萍残影——李青

萍捐赠作品展”；2009 年 4 月，湖北艺术馆、上海美术馆

在武汉联合举办“青萍残影——李青萍艺术展”。

   1986 年，青年学者严善 在《美术思潮》发表《李青萍

给艺术史的一点启示》，这是建国 30 多年来我国美术界对

李青萍先生绘画艺术的第一篇评论。在其后的 20 余年里，

水天中、周韶华、唐小禾、张新建、尚辉、徐恩存、聂干因、

鲁虹、谷泉、顾跃、贾方舟、殷双喜等美术批评界的专家

学者陆续撰稿，对青萍先生的绘画艺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李青萍先生将其一生献给了绘画艺术，终身未嫁。

   

《青萍画集》…………………………………………1941 年

（新加坡《良友画报》）

《李青萍女士旅行日记》……………………………1944 年

（上海书刊印刷所）

《中国前辈画家李青萍画集》………………………1999 年

（武汉出版社）

《李青萍油画集》…………………………………  2001 年

（中国书画出版社）

《李青萍》画集………………………………………2004 年

（湖北美术出版社）

《李青萍》画集………………………………………2008 年

（上海书店）

《炼狱里的祈祷——李青萍画传》…………………2008 年

（河北教育出版社）

《李青萍》画集………………………………………2009 年

（人民美术出版社）

《中国当代美术家作品集——李青萍》 ………… 2009 年

（人民美术出版社）

《冷月下的求索——李青萍画评》………………  2010 年

（河北教育出版社）

《二十世纪美术作品档案——李青萍 1》…………2012 年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中国现代艺术先驱——李青萍艺术作品精选》…2013 年

（河北美术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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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现代艺术先驱李青萍诞辰 10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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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先生作李青萍肖像

  

                           《青萍画集》序         
                            

  

                                                                                                                                              
  青萍女士，既来南洋四载，辑其课余所写之风景静物凡若干图，

将付印刷纪念。兹行不佞幸得见其原作，赏览赞美，并曾参与选

辑之役。为弁一言曰：昔之鄙夫，皆以艺为小道。迨及近世，铁

道即兴，行于一切纵横小道之上，成为最大之道，于是乡曲之桥

项黄馘，习惯行小道者，亦禴被登车，附之以驰焉。小道固不可废，

而大道如行地江河，经天日月，然铁道之父亲，当称昔之鄙夫所

视为小道者也。

  市上两毫一斤之苹果，时有酸甜之差，医生谓其中葆有某种

肥塔命（今译作“维他命”）者在犹太盘古手中，目击巨蟒，闻

尚有甚大深奥意义。但芸芸众生之我，食苹而甘，于愿已足，不

遑深究。吾之所惆怅者，乃见他人食之而甘之味，而我不可得也。

为道之目的在通，苟因以无阻滞，则道之大小，正吾所不必计也。

他人之视闻及感想如何，各人有独到之见，殆尽繁多，非不佞所

及知。惟在刊行之前，先发谰言，乃不佞对作者阅者，深致其歉

哀与惶怒者也。

  

                                
                                                                         

1941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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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欣赏李青萍的绘画作品，

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一个人，那就是 20 世纪俄罗

斯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茨维塔耶娃。这两位杰出的天才

都是女性，她们虽然天各一方，一个是诗人，一个是

画家，但其命运的多舛和悲苦，以及她们那来自灵魂

和生命本源的强大张力，却是如此的相像。她们如同

两个精神上的姐妹，虽然从未晤面，可她们都是那

个充满着战争、动荡、漂泊、浮沉、失落的时代中，

最让人唏嘘感动不已的光辉女性。或许有人会说，茨

维塔耶娃已经被世人公认为我们这个世界最优秀的

诗人之一，她的全部诗歌作品，毫无争议地已经成

为了 20 世纪留给人类诗歌遗产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组

成部分。可作为一个虽然一生都在接受命运的挑战，

既为画而生，同时又为画而死的艺术家，李青萍的那

些数以千计的天才画作，其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却

远远还未达到茨维塔耶娃那样的高度。由此，我想

声明的是，这不过仅仅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坚信

作为一个天才的画家，李青萍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

成为中国 20 世纪进入世界美术领域，将被广泛承认

的重量级画家之一。其实，我想这一切并不足为奇，

我在这里把她们进行比较，是想说明两个问题，一

是在她们的生命历程中，这两位都是把苦难作为乳

汁吮吸了一生的女人，她们的身上都有着一种共同的

特质，那就是她们的个体生命与她们的作品所构成的

创作世界，从一开始就是她们的灵魂与这个现实世

界之间的复杂关系，她们无论是用诗歌语言和意象，

还是使用色彩和构图，她们各自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来

自心灵的震荡，都能直接抵达其生命中最核心的最柔

软的部位。无论她们是用哪一种方式在释放生命本质

中的激情和梦幻，有时甚至是非理性的“直觉”倾诉，

或许是潜意识的更为隐秘的呈现，她们的作品都是那

个时代最让人灵魂感到不安而又能感动所有心灵的

悲怆记忆。她们的作品所包含的悲剧感，既是个体生

命的担当，同时又是人类共同面临的现实存在，正因

为此，她们属于 20 世纪，同时她们也属于未来所有

的世纪。二是这两位在精神世界里极为孤傲的女性，

都曾经在漫长的被压迫、流放、凌辱、贫穷的岁月中，

始终坚守着人的尊严，并且一贯把“人道”和“自由”

的信念，注入到自己的全部作品中，她们的作品所表

现出来的生命与精神的价值，哪怕就是在她们生命中

最黑暗的时期，都无不闪耀着金子般的光芒。我想这

一定是一般的诗人和艺术家与那些伟大的诗人和艺

术家最为显著的区别。

   可能是我的一家之言，但我必须这样告诉这个世

界。我把李青萍的全部抽象绘画，毫无例外地看成是，

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的中国现代艺术运动到 20 世

纪 90 年代末现代艺术领域里最为不可思议的伟大的

艺术创造收获。她的伟大和不朽在于，她始终自觉和

不自觉地坚守着现代艺术的精神，她自始至终心无旁

骛，她始终是一个被世人曾经遗忘，然而却始终保持

着独立艺术人格的强大存在。有趣的是，她从不属于

现当代艺术史上的任何流派，她的创作探索，从不被

那些所谓现代艺术理论所影响，她的作品所表达的主

题，永远是其生命感知的那个部分。就是在“文革”

后期，她的作品也秉持了一种高尚的独立精神，她是

一个从不被政治和世俗流行文化“异化”的奇特人物，

她的内心和灵魂里充满着强大的力量，虽然她的身躯

是如此的瘦弱，她有一种掩藏在宁静中的悲剧情怀，

从她的身世可以看出，这种悲剧感直到她生命的结

束都始终伴随着她。因此我想，她能画出 20 世纪见

证中国光明与黑暗相交错的为数不多的深刻的作品，

绝不是偶然的。她的艺术世界，从来不是空洞的，她

的每一幅画作，都与她的生命体验紧密联系在一起，

她的作品是生命遭受打击之后，生命的一次又一次的

抗争和复苏的产物，从这个意义而言，她的作品是一

个边缘人心灵孤独的产物，任何人都无法再去复制。

她的艺术人生似乎只能属于这个社会的边缘和角落，

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如果我们抛开她不幸的命

运，以及她曾有过的极度贫困和失去自由，她所曾经

经历过的精神和社会边缘生活，或许从另外一个角度

造就了她的艺术。当然，这作为一个人的正常生活，

却是一种深深的不幸。她可以说是中国美术界在 20

世纪中的异类，并且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异类，她虽

然在那个时代生活着，她的肉体和日常行为，跟当时

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不，她要比当时大多数中国人

的生活更为不一样，因为她被关押、管制、劳改、下

放底层的时间占去了她有限生命的大部分，直到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她的生活才真正发生了改变。

也因为她的悲剧经历和长期身居偏远的故乡江陵，她

的作品还有一个特点，有别于 20 世纪中国所有最重

要的画家，那就是她的作品似乎都游离在当时的被概

念化了的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她的作品折射出的时

间，我们能看到的只有灵魂的呐喊和生命不能承受之

重的痕迹，而不是现实的简单重现。我可以肯定，从

这个角度来评价李青萍，她是那个时代最叫人惊叹的

唯一的艺术现象。作为一个诗人，当我看完李青萍的

大部分作品，我不想简单地从现代艺术史的角度来为

她定位，我更多的是从她作品所表达的“生命意识”，

感受苦难和悲悯的“人性”所显现出的独特而鲜明的

个性来评价她。同样，我更不情愿生硬地把她放到世

界现代主义绘画思潮中，来对她进行一般性的评价，

因为李青萍就是李青萍，她的作品完全属于她主观精

神的写照，她那些非理性的、神秘的、癫狂的有时甚

至是体现相反意志的绘画作品，毫无疑问现在已经成

了我们 20 世纪艺术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的作

品包含着奇幻、梦魇、象征、隐喻、分裂、追忆、苦涩、

自由意志等那样一些要素，她的作品表现出了一个色

彩大师所具有的对色彩的天才的敏感度，完全不是从

我个人带有狭隘审美的角度而言，而是从更广阔的艺

术领域来认识这位天才的女性画家，李青萍将以她独

特高超的艺术贡献，当之无愧地成为 20 世纪人类最

伟大的画家之一。我们感到自豪的是，我们与这位伟

大的女性画家曾经生活在一个时代！是为序。

                2012 年 8 月 6 日于青藏高原

吉狄马加 彝族，著名诗人、作家、书法家。1961

年生于四川大凉山，1982 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大学中

文系。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青海省副省长，

现任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并兼任中国少数民族

学会会长，中国诗歌学会顾问。

 

刀尖上的色彩之舞

吉狄马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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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还未达到茨维塔耶娃那样的高度。由此，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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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我的一家之言，但我必须这样告诉这个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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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艺术史上的任何流派，她的创作探索，从不被

那些所谓现代艺术理论所影响，她的作品所表达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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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都始终伴随着她。因此我想，她能画出 20 世纪见

证中国光明与黑暗相交错的为数不多的深刻的作品，

绝不是偶然的。她的艺术世界，从来不是空洞的，她

的每一幅画作，都与她的生命体验紧密联系在一起，

她的作品是生命遭受打击之后，生命的一次又一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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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大师所具有的对色彩的天才的敏感度，完全不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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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画家之一。我们感到自豪的是，我们与这位伟

大的女性画家曾经生活在一个时代！是为序。

                2012 年 8 月 6 日于青藏高原

吉狄马加 彝族，著名诗人、作家、书法家。1961

年生于四川大凉山，1982 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大学中

文系。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青海省副省长，

现任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并兼任中国少数民族

学会会长，中国诗歌学会顾问。

 

刀尖上的色彩之舞

吉狄马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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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与黑的交响
    —对李青萍绘画的一种解读 

殷双喜
  

   对李青萍先生的了解，是在参加中央美院人文学

院张希丹的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的时候，读到了张

希丹同学对李青萍这样一位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十分

重要而又不为人知的女画家的研究。张希丹的论文

从选题、资料收集到写作都做得相当扎实，并且有

自己的独到见解。事实上，20 世纪前半叶中国美术

中有一批才华横溢的女画家（如关紫兰、蔡威廉、

唐蕴玉、周多、丘堤、潘玉良、孙多慈等），李青

萍的艺术应该放入这个女美术家群体中考察，才能

凸显出其艺术史意义。从一幅上海美专西画系师生

与人体女模特儿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那个时代是

20 世纪中国第一个思想解放、西风东渐，女性走出

封建束缚的时代（我们从丁玲等五四以来的中国新

文学作品中可以充分感受那个时代的解放氛围），

照片中的女生站在人体模特儿旁边，共有 7 位，几

近一半。可以想见，李青萍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

接受了充分而自由的西画教育。她的艺术，与 1930

年代上海的决澜社、中华独立美术协会的艺术家的

追求，是一脉相承的。她的命运，也和这些中国现

代美术的先驱一样，自抗战起就发生了逆转，在整

个 20 世纪的中后期，一直处于一种被抑制的边缘化

状态。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李青萍的艺术之路，

如此坎坷艰难，不仅有她个人的原因，也有着无法

超越的时代宿命。

   黄德泽先生与李青萍先生在人生的道路上偶然相

逢，不意间却在相互交流中改变了自身的命运，成

为生活和精神上的忘年之交。黄先生对于李青萍先

生由相逢到相知，经历了 25 年的交往，本着对历史

负责的态度，依据大量的档案、个人资料、作者亲

历和李青萍先生的口述，自 2000 年起，用 8 年的时

间完成了《炼狱里的祈祷——李青萍画传》一书的

写作，读来让人感动、沉思。使我们对 20 世纪中国

现代美术的发展，有了个案基础上的真实体验，历

史在这里转化为具体的艺术家人生。黄先生来信，

要我为李青萍先生写一些文字，我对李先生素无研

究，十分诚惶，谨以对李青萍先生的一些作品的解

读文字求教于读者。

       一、红与黑的交响

    李青萍先生的作品，大量地使用了红色与黑色，

如果对现存作品做一个数量上的统计，相信会占居

多数。我认为这与李青萍先生的人生经历、个人际

遇和艺术审美有关。一是她的童年记忆。据李青萍

先生回忆，她童年时最爱看日出和日落。别人说她

的眼神有时候发痴，她也觉得自己的眼力怪怪的。

对此，黄德泽认为：“美丽的红色成了李青萍精神

世界的图腾，在她献身绘画事业的半个多世纪里，

这种对红色的崇拜与感悟，始终贯穿于她对色彩的

感知和审美情趣，她敢于运用原色的红来描绘这个

光怪陆离的世界，那些在画面上随手涂抹的一处瑰

丽的红色，总能强烈地冲撞读者的心扉。”［1］第二

点，是楚文化和湖北民间艺术的影响。据李青萍自

己回忆，小时候，她特别喜欢看母亲和婶婶们做针线。

“她们把大红、大绿、大花、大朵的零碎布头贴成

图案，色块之间的冲突让我好激动啊！到武昌艺专

后我才第一次看见西方的油画，马上被它们堆积起

来的颜色征服了。”［2］她早年就读的武昌艺专的教师

和学生对于她的作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

种说我的作品是信手涂鸦，因为我的作品的色彩过

于鲜艳离奇，色块对比强烈刺目。一种说我的作品

是流光溢彩，是指我的图案、线条具有楚文化特色

和民间艺术那种张扬流畅，在西画中融入了中国的

传统风格。但是有一点大家都喜欢，就是说我的习

作色彩绚丽，少有雕琢。”［3］且不说楚文化中的红

黑二色，构成先秦楚艺术中的响亮基调，就是现存

的湖北民间艺术刺绣，也是在黑底子上突出红白黄

等色彩，十分 醒目。很明显，李青萍的艺术特别是

色彩观，受到了这种耳濡目染的深刻影响，在构图

与用笔方面，也具有楚文化与民间艺术那种自由张

扬的童心与率真。第三点，我认为，李青萍艺术中

的红与黑构成了巨大的冲突性对比，不仅是视觉上

的，也是心理上的。这与她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有关，

她不谙世事，直率真诚，但和现实社会的待人处事

规则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屡受伤害，内心深处

常常处于一种高度的紧张状态。这些反映在她的作

品中，呈现为激烈的红与黑的交织，也寓意着光明

与黑暗的冲突。例如作于 1980 年代的《生命之海》、

1984年的《呐喊》，作于1990年代末期的《癔》《伶

仃洋梦幻系列之二》《来去匆匆》等作品。李青萍

的作品使我想到另一位 20 世纪的独特中国油画家沙

耆，他也有着对于红色和黄色等高明度色彩的偏爱，

因为这些色彩表现了他在受到强烈的现实刺激后所

产生的心理反应。从这一角度来看李青萍的艺术，

可以看到她和沙耆乃至凡·高一样，都具有某种以

强烈的原色表现个人内心的表现主义画家特征，不

同的是后两者都患有某种精神性疾病，而李青萍虽

历尽磨难，却有着对于艺术的坚定信念，从而得以

 新华艺专时期的李青萍

  上海新华艺专旅镇（江）写生队摄影，左五为李瑗（李青萍）。
  1935 年，李青萍于新华艺专毕业，先后在上海普爱小学、上
海闸北区安徽中学任教。1937 年 2 月回到母校新华艺专西画研究
班学习，同年夏结业。 

李青萍新华艺专时期的作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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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满完成其93岁的艺术人生。正如李青萍所说：“我

为艺术而生，为自由而死。艺术和自由相伴，艺术

和自由与生命紧紧相连。追求它们中的任何一种境

界，都是应该付出代价的。”［4］ 

二、具象与表现

    有些研究者对于李青萍的艺术评价，将其归之

为中国现代艺术中的抽象画家。如果这是指李青萍

艺术中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抽象性，我是同意的。

但是，仔细阅读李青萍的艺术，可以看出，她早期

的作品，由于在武昌艺专和上海新华艺专的西式教

育，具有很强的印象主义特点，其中写生的因素仍

然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

种种原因，她不能拿起心爱的画笔，直到 1980 年代

才可以自由地重新拿起画笔，此时的作品，更多地

是表现了她心中的意象，具有突出的主观性想象。

但是无论她的作品多么复杂，充满时空与物象的错

位，其中还是有着可以辨识的现实物象。虽然她晚

年的一些作品，确实达到了某种热抽象绘画的状态（如

1990 年代初期创作的《天地轮回》《回流》《色彩

游戏》等），但从李青萍一生绘画的整体上看，她

的作品，还不属于纯粹的抽象艺术，更接近于法国

后期印象派、野兽派与德国表现主义的风格。

    1952 年，李青萍有过一个短暂的在江陵县文化

馆工作的时期，她画了若干水粉画，但是周围的人

难以理解，李青萍对文化馆的副馆长说：“我画的

是西方印象派，并不是摹写实物，而是把可辨认的

物象肢解、分割、隐藏，将它们淹没在各种图形残

片的堆积里，仅在某些角落隐约透出具体物象的原

形。您看，这里是不是像一个与自然物完全不同的

新的整体？还有……这图形残片之间的叠置、穿插、

掩映、渗透……您不要去追究图形与自然物象之间

的相似，而是要去倾听我创作的画面里自身的音

响……就是用这些，我构筑了一个新视觉。” ［5］

   1996 年，我在提交第一届上海双年展的论文

《从写实到具象》中，就提出了“具象绘画”

（Representational Painting）的概念。我所理解

的具象绘画，应该定位于传统写实绘画和当代抽象绘

画之间。相对于传统写实绘画，当代具象绘画更强调

“呈现”而非“再现”，在写实绘画的基本矛盾中，

当代具象绘画更强调艺术家观念的渗入与主体的创

造。相对于抽象绘画，具象绘画保持了与自然、形象

的视觉联系，即具象绘画的创作母题来源于自然对象，

在其作品中保持了可视的（哪怕是依稀可辨的）形象，

以此来保存写实绘画的精髓与奥秘，即写实绘画必须

在视觉与想象的基础上建立起与观众的基本联系。具

象绘画与传统写实绘画的差异，使它不再局限于统一

的三度幻觉空间，而在二维平面上呈现出形象的多重

组合、空间的自由切换，技法、风格的多样探讨，获

得更大的观念与内心情感的空间。与抽象绘画的差异，

使具象绘画保留了现象学意义上的意象呈现，它使得 艺术家有可能发挥创造性想象力，将个人对于自然物

象的观察体悟通过多种技法与媒介综合组织、呈现于

观众面前，使观众摒弃传统写实绘画的“真实之镜”，

直面作品与形象，获得个人化的独特审美经验。当代

具象绘画的根本目标，应该是在视觉性的审美活动中，

揭开存在之帷，将大地带入光亮，让作品焕发出不可

言喻之美。由此，具象绘画可以将表现性绘画、叙事

性绘画、象征性绘画等都纳入其中，在空间的组织、

形象的变异、媒介的多样化中，获得更为广泛的自由

度。［6］

    李青萍的艺术，具有我所说的“广泛的自由度”，

她所说的“新视觉”，就是具象中的抽象，印象中的

表现。对此，李青萍强烈地表述了她的艺术的表现主

义特征：“我是画的具象画啊！我想将自己的感悟和

热情尽情表达出来。”这使我想到西班牙著名画家塔

皮埃斯，他也将自己的绘画表述为“具象艺术”，是

令人回味的。观察李青萍自 1980 年代以来的作品，

都具有这种对现实生活和物象的高度提炼和自由抒发

的特征。可以这样说，李青萍的艺术，是 20 世纪中

国油画艺术语言发展历程的一个浓缩。她从写生出发，

经历了印象主义、表现主义到抽象表现主义，最后并

没有走向冷静理性的几何抽象，而是在强烈的抒情和

表现中达到中国传统绘画所说的“似与不似之间”。

李青萍在一个广泛的艺术空间进行自由的创造，并不

在意自己的风格与定位，也从不用某种固定的样式和

画法批量生产。观察近十年来的中国油画的发展，特

别是中国油画学会在 2008 年举办的“中国油画现代

性研究展”，我们看到，这种表现性、象征性、抽象

  李青萍在吉隆坡举办抗日义演。
  李青萍在筹赈会担任联络部副主任 , 经常接待许多国内到南洋的爱国劝募团体和爱国人士 , 她先后接待过由陈炳仁和夏之秋率领的武
汉合唱团 , 以马俊为首的京剧团 , 以及徐悲鸿、刘海粟、沈仪彬、张丹龙、徐谦等艺术家 。

  李青萍南洋任教时期的作品。
  南洋飘洒自在的风土人情，大海、沙滩、椰林以及热带气候
所特有的透明色调，与李青萍那色彩明艳、挥洒自如的画风一拍
即合，她似乎寻觅到了艺术创作的融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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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品
性的艺术语言越来越多地吸引了许多中青年油画家

的注意力，并且产生了一些相当优秀的作品，丰富

了中国当代油画的艺术语言。李青萍的艺术，是一

种非常纯粹的艺术，虽然保持了与现实的某种关联，

但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再现性、主题性、情节性的

写实艺术，而是更多地触及到人的内心与感觉。虽然

她的作品，有一些显示出某种急就章式的快速与激情，

似乎少一些沉稳的推敲和修饰，但其中的率真品质，

远远高出她的同时代画家对西方写实艺术的亦步亦

趋，也远远地高出了今天许多模式化、符号化的商业

性绘画（包括古典的和前卫的）。对李青萍的艺术，

有必要进行深入持久的研究。她的艺术，是 20 世纪

中国现代美术发展过程中的宝贵遗产。

                                                                               

                                                                                                       

2010 年 2 月 9 日

注释：

［1］黄德泽 . 炼狱里的祈祷—李青萍画传 . 河北

教育出版社，2008：35.

［2］同［1］，第 53 页。

［3］同［1］，第 52 页。

［4］同［1］，李青萍《序》，第 15 页。

［5］同［1］，第 139 页。

［6］殷双喜 .从写实到具象 // 第一届上海美术双年

展论文集 .上海美术馆，1996.

殷双喜  江苏泰州人。2002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

术史系，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美

术研究》杂志副主编、中国雕塑研究中心主任、《中

国雕塑》主编、《美术》杂志编委、吴作人国际美术

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油画学

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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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2 月 9 日

注释：

［1］黄德泽 . 炼狱里的祈祷—李青萍画传 . 河北

教育出版社，2008：35.

［2］同［1］，第 53 页。

［3］同［1］，第 52 页。

［4］同［1］，李青萍《序》，第 15 页。

［5］同［1］，第 139 页。

［6］殷双喜 .从写实到具象 // 第一届上海美术双年

展论文集 .上海美术馆，1996.

殷双喜  江苏泰州人。2002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

术史系，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美

术研究》杂志副主编、中国雕塑研究中心主任、《中

国雕塑》主编、《美术》杂志编委、吴作人国际美术

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油画学

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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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记 系 列    纸面油彩    26 cm × 37 cm   1970 年代 

 日 记 系 列    纸面油彩    26 cm × 37 cm   1970 年代               

 日 记 系 列    纸面油彩    26 cm × 37 cm   1970 年代

    《1970 年代日记系列》  1970 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屡受

言词之累的李青萍既无倾诉对象也无倾诉胆量，她只能用废旧杂

志和捡来的颜色表达她的内心世界：梦幻的色彩，奇妙的肌理，

隐藏在画面中的人影以及闪烁其间的眼睛，记录了画家内心的迷

茫、郁闷与无奈，引起人们无尽的遐思和审美的快感。    （黄德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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