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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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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俊，1954 年 9 月出生，安徽合肥人。1982 年 2 月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艺术系并留校任教。1990 年

至 1991 年，于中央美院油画进修班进修并结业。1997 年晋升教授，任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2000

年 7 月至 2001 年元月，受中国美术家协会派遣，赴法国巴黎国际艺术城考察欧洲当代艺术。2008 年 4 月，

调入合肥工业大学建筑艺术学院。

    现任合肥工业大学建筑艺术学院教授、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油画学会

理事、安徽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安徽省油画学会主席。

1984 年  油画作品《做新衣》（合作）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

连环画作品《南屏山篝火》（合作）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

1985 年  粉画作品《大地深处》入选全国水彩、粉画展

1987 年  油画作品《南疆之夜》（合作）入选全国军史画展

油画作品《湘西古镇》（合作）入选首届中国油画展

1989 年  粉画作品《惠安女》入选第七届全国美展

1998 年  油画作品《芜湖长江大桥建设工地》入选全国油画写生展，获“优秀奖”

水粉画作品《芜湖长江大桥建设工地》入选第九届全国美展

2000 年  赴欧洲学习、考察，在法国巴黎国际艺术城举办个人画展

2001 年  油画作品《跨越》（合作）入选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80 周年全国美展并获“优秀奖”

2002 年  油画作品《变迁》入选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70 周年全国美展，获“优秀奖”

2003 年  油画作品《三峡大坝工地》（合作）入选第三届中国油画展

2004 年  油画作品《大编组站》入选第十届全国美展

2005 年  油画作品《印象 •上海外滩》入选第二届当代中国山水画、油画风景展

2006 年  油画作品《巴黎街景写生》入选全国小幅油画展

《巫俊油画集》画册出版

2008 年  在杭州“山海星云”画廊举办个人展

2009 年  油画作品《鸟巢建设工地》入选第十一届全国美展

2011 年  油画作品《黑白徽州》《乌镇水乡》入选“人文江南 —— 吾土吾民油画邀请展”，并被浙江美术馆

收藏

在安徽省博物馆举办“巫俊油画艺术展”

2014 年  油画作品《山村秋色》入选“可见之诗”中国油画风景作品展

油画作品《繁忙的大江码头》入选第十二届全国美展

在中环艺术馆举办“巫俊油画艺术展”

    出版多部个人画册及全国规划教材，曾在《美术》《文艺研究》《世界美术》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多幅作品被国内外艺术机构及收藏家收藏。

艺术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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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中国油画创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首先，可复制的图像充斥于我们的生活世界

中，巨大的招贴画和广告牌的逼真效果不断刺激着人的眼球，使我们对“拟真”的传统油画技

巧丧失了兴趣。同时，从网络上下载的图像所构成的各种形式的虚拟的效果，可以轻松地超越照

片化的“逼真”，甚至变成抽象的图式，但却远离了我们对现实真实的感受，变得毫无张力。其次，

我们热爱油画，是爱它“油”性的手艺感。在一笔一画的涂抹中，我们能够体会到自身生命的充

实感，我们能在得到某种不期而遇的“效果”时自我陶醉。但这种带有自我玩味性质的手艺活儿，

在今天还能多大程度地触动人们的神经呢？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油画进入中国已一百余年的今天，西方油画却已经式微，我们已

鲜能见到西方在传统语言上不断创新的大师。但在中国，画油画的人却越来越多。当今社会的

名利场中，各种流派、各种手法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在此情景中，我们何为？

    我和巫俊是同代人，“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们曾同在安徽宿县地区搞创作。尽管那时的创

作目标主要是为了寻找一个好的构思和主题，为的是参加全国美展，但创作过程却充满着对现

实生活体验的热情。这种以身体察的方式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当然，那时我们也朦胧地觉察到，

有一种绘画语言隐藏于主题的背后。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我们看不清它的面目。

    巫俊油画语言的蜕变和风格的形成，我认为首先来自他视觉方式的改变。2000 年以前，

巫俊的作品中充满着印象主义斑斓的光和色。在他早年的风俗画和风景画中，我们随处可感他

对光色变幻、冷暖转换中细腻关系的描绘兴趣。他在努力让这“色彩”的世界成为他体验周围世

界的基本样式，他在努力形成自己的绘画风格之时，又质疑着这种样式的局限。

    2000 年，在游历西方的过程中，他内心的蜕变成为他视觉蜕变的基础。他从基弗的绘画语

言中受到启迪，体会到“内在的精神性”在绘画中的震撼力量。由此，世界在他眼中已不再为细

微的光影变幻所能涵盖，他看世界的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变化来自他的内心深处，也许它

已经潜藏了许多年。我认为他的作品有以下特征。

    其一，巫俊“鸟瞰”的视界中，风景画具有了宏大叙事性。当脱离具体的光影表现之后，他把自

己高悬在了空中，也从此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具有了一种思想深度和历史厚度。这充分反映

在他所创作的《三峡大坝工地》《巴黎圣母院》《黑白徽州》《茅盾故乡——乌镇》等作品之中。这

巫俊的视界
文 / 杨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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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作品都摒弃了对对象具体真实的描绘，而着力于风景结构的重构，仿佛作者将对象实体碾碎

之后，又重新组合在画面之中，让我们在其中得到一种全新的感受，也将我们带入了深度的思

考之中。

     其二，巫俊“鸟瞰”的视界也改变了他以往的绘画方式，强烈的调性表达取代了细腻的色

彩表现，有些明显地带有作者主观的处理痕迹。在《巴黎圣母院》沉厚的调性中，我们可以感到

那苍白的墙面、冷灰的房顶和暖灰的天空所构成的节奏感，犹如一曲低沉的交响乐章，诉说着那

曲折的历史故事，让人有了一份沉甸甸的怀想。而他新近创作的《繁忙的大江码头》，在深灰的

背景中，着意凸显了吊车的浓艳的红色，这些色彩组成的调性，呈现了码头火热的气息，形成

了强烈的视觉张力。巫俊不断逃避着原有的自然主义经验，将自己视觉中的景观在画布中演变成

了有“意境”的画面图式。

    其三，巫俊“鸟瞰”的视界也给他笔、刀并用的技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它的画面笔触遒劲，

在不断的涂抹中，形成了独特的肌理效果，并逐渐凝结成一种丰富而厚重的空间感和油彩特有的

“触味”。在《黑白徽州》和《茅盾故乡——乌镇》等表现江南古镇的风景画中，我感受到了和

以往表现江南水乡时迥然不同的情调。在这些纷乱的笔触中，早已没有了普遍概念中江南的宁静

和秀丽，也缺少水波潋滟的湖山之色，但却凸显了作者内心一份沉重和激越的情怀，那也许正是

巫俊眼中看到的真实。巫俊的视界本就充满着这种沉重和激越。

    巫俊是一位勇于挑战自我的画家。2000 年以后的视觉蜕变使他的绘画和自己内心的性情相

融相切，让我们在他画面独特的结构中，在他沉厚的色彩调性中，在他激越和厚重的笔触和肌理

中，我们看到了他本真的性情。相信他还会不断给我们带来惊喜，给我们展示更多精彩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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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巫俊的油画创作来说，2000 年是一个重要的拐点。

    这一年的七月，他受中国美协的派遣前往欧洲，开始了为期半年的学习考察。此前，巫俊热

衷于印象派绘画，而这次的欧洲之行，大多时间是在法国，他本当学到更加精熟的关于光色变幻

的技法。然而，仿佛是鬼使神差，他竟然把对于印象派的深刻印象留给了印象派的故乡，转而从

德国和意大利的新表现主义绘画那里得到满足和启迪。自那以后，巫俊的画风豁然改变。

    印象派艺术明快轻盈，画面上的色彩闪烁跳跃，流淌着绮丽动人的诗意。巫俊的“变法”，

当然不是忘却了印象派的好处，而是发现了新表现主义绘画中有着更能拨动他心弦的东西。用巫

俊的话说，德国新表现主义画家基弗的作品“如高山拔地而起，如海潮铺天盖地，如宇宙混沌初

开”，“表达了对社会、历史、人生的思考”，而这恰恰是印象派风格所不具备的。早先的巫俊，

虽然接受了甜美的印象派画风，心中那个追求绘画的社会功能和当下的意义的情结却从未散失，

追求形式语言与内容信息平衡统一的努力也从未放弃。于是，就像久旱逢甘霖一样，巫俊与表现

主义风格一拍即合。

    中国油画家经常会陷入形式与内容的两难困境。一方面，他们所受的传统艺术教育总是强调

内容优先，任何形式都要到内容的制约；另一方面，他们在探索的路途中不时有所反省，不时重

新打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甚至认识只有形式的价值才能穿越时间隧道而臻于永恒。实际上，在

画家这里，形式与内容的表达都是至高无上的任务，需要重点琢磨、反复掂量的问题似乎不是孰

先孰后，而是怎样搭建一座桥梁，使彼此之间互通有无，在相互连接、相互默契中达到相得益彰。

比如说巫俊，那段学习、研究印象派绘画的技法和色彩变化规律的经历，的确有助于他积累和掌

握油画艺术的形式原则、实施技巧；但是久而久之，他也很容易习惯于纯形式取向的思维结构和

表现形式，或多或少地淡化了绘画也要审视历史、介入现实的功能，忽略了绘画必须追逐时代精

神的神圣使命。面对新表现主义，巫俊受到了刺激。首先，这些作品形式感很强，视觉冲击力直逼

而来；其次，这种形式感所蕴藏的思想性显然更强。所以，不如说他是回归，他是在螺旋式地

上升，他重新激活了思想深处那些曾经被封存的东西。

    漠视社会生活绝不是有责任感的人的创作态度，问题是要找寻一种匹配的、有力量的形式载

体，从而避免表现时的苍白和枯燥。许多画家运用简单质朴的写实方式直面现实，毫不遮掩和不

形式感与思想性
来自巫俊油画风格转型的启示

文 / 棠  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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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阻碍地把观赏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表现对象上。这样做的结果往往并不理想，一方面，画面的内

容信息被抽取之后，形式介质就会一文不值，如同燃烧殆尽的煤渣；另一方面，因为形式上无限

逼近对象而缺失张力和想象空间，内容信息在表述过程中不能得到有效的增值和延伸。巫俊关注

社会生活，尊重绘画的社会功能，一直苦苦寻找着恰如其分的形式语言，例如，那幅《芜湖长江

大桥建设工地》，就是他在持续寻找历程中留下的一个鲜明印记。然而，在没有找到十分满意的

表现形式之前，他宁可暂停，宁可等待，宁可把有些想表现的东西暂且搁置起来。直到与新表现

主义邂逅，他便一发不可收拾。从《跨越》到《变迁》，从《三峡大坝工地》到《大编组站》，

一幅接一幅体现时代气息的鸿篇巨制横亘在我们面前，激情饱满，气势恢宏，展示出前所未有的

视觉冲击和震撼力。

    同样是描绘大桥建设工地的画作，《跨越》的表现形式迥然不同于两年前的《芜湖长江大桥

建设工地》。后者是 1999 年画成的，那时的巫俊还是印象派的追随者，画面上的色调柔和而

且富有跳跃感，画面上的视觉感受真实而且富有光线变化感，画面上的叙述方式直观而且富有文

学情节性。在画家笔下，建设工地现场的空间关系完整，比例准确，取景构图都维护了来自现实

的基本逻辑秩序。相对来说，前者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所看到的建设工地现场不再是源

自现实的客观取景，而是一个被画家的直觉感受重新组合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大桥建设工地

的所有细节都已忽略不计，包括那些在后者画面上出现过的江边的建设工棚和四处堆放的建设

物质、运送建设器材的汽车和车旁站立的建设者身影，以及依次渐小的若干在建桥墩的透视景

观，取而代之的是几处得到夸张处理的桥墩雏形和起重吊装设备——桥墩雏形垂直排列在画面

中心，并且连接着江岸一路延伸过来的建设工作面，沉重而厚实地耸立于水云之间，原先那种成

斜线排列依次渐小的真实透视感被放弃；起重吊装设备高远的臂端斜向插入画面右上角的云霄。

这一直一斜的桥墩和塔吊，与其说是实在的物象，不如说就是平衡和稳定画面结构的两条粗放有

力的支撑线，至于天上的乱云飞渡和江中的汹涌波涛，更是完全被一片片涂抹堆积的色料和一道

道色彩流淌的痕迹所意象化了。这时，画家不再悉心关注对建设场景和具象物体的描绘，不再刻

意交代某个建设工程的情节过程，而是充分发挥油画材料的特性和笔触造型的功能，努力创造一

种充满爆发力的画面构成和炽热的狂放的色彩效果，尽情抒发对于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建设洪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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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颂和讴歌。巫俊借鉴了新表现主义之后形成的这种激情澎湃的画风，非常契合于正在快速崛起、

加速向前的现实生活主流和时代发展质感，烘托出更加普遍、更加广泛的社会意义。延续着这种

亢奋的情绪和恣肆的表现性手法，巫俊接着创作出《变迁》《三峡大坝工地》《大编组站》等画作，

与《跨越》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作品用刀粗犷，有如刀斩斧劈；涂色堆色酣畅，可谓痛快淋漓，

洋溢着旋风般腾飞的生命活力和历史跨越的动力。我们面对这些画作，不仅了解到这里架起了

一座桥，那里建成了一座大坝或编组站，更重要的是从中体会到蓬勃向上的时代风貌，感受到狂

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只要这种风貌和精神在，千百座桥梁、大坝和编组站的巍然屹立都指日可待，

不在话下。

    当然，巫俊并非总是处于激情讴歌的状态。在他其他的许多作品中，曾经娴熟运用过的印象

派光色斑斓的画法依然留下清晰的印记，但同时融入了新表现主义的抽象概括和宏大气度，所以

少了几分斯文、精细和优美，多出几分疏放、粗粝和凝重，多出几分沉积已久的对社会历史的思

索和理性力量。比如说 2002 年至 2006 年间画成的五幅“塞纳河畔”系列作品：前两幅都用比较

明朗的蓝色表现塞纳河的天空和河水，映照着黄色、绿色和红色的树木、游艇、桥梁、建筑物，

仍有几分印象派的余韵，只是用笔用刀更加粗放，所有物体在只见概貌不见细部的同时被赋予更

多的历史感；后三幅的明朗化色调明显减弱，灰褐色、黄褐色、深褐色的色块逐渐增多，并且在

画面上发挥着引人注目的作用，引发人们对于这条生生不息、蜿蜒辗转、风情万种的巴黎之河

的无尽遐想。“巴黎圣母院”系列也很耐人寻味。第一幅描绘了一座深色背景中的浅色教堂；

第二幅恰恰相反，描绘了一座浅色背景中的深色教堂。前后两幅相互比较，很容易让人领略到那

种宗教建筑的神秘感。第三幅则有豁然开朗的感觉，明净湛蓝的天上飘着白云，金黄的树丛簇拥

着一座塔尖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建筑，既具宗教色彩，更有人间气息。是的，巴黎圣母院是教会兴

建的，但是建成之初就反映了城市力量的兴起，几个世纪以来，无数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在这里

发生，这里已经凝结了人民大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上海外滩回忆”系列同样意味

深长：第一幅视角稍远，街景以灰褐色为主调，街旁建筑物的排列更加倾斜，显示出一种动感；第

二幅的画面借用多种色彩的对比映衬和流线型清晰的笔触，强调出更加明快的运动感和速度

感。这样两幅作品相互关照，似乎在讲述这座长廊经历的久远的时代的变迁的故事，似乎在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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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长廊本土文明和外来文明的有机融合，以及不断创新发展的轨迹。看到巫俊的上述系列组画，

我们很容易想起印象派大师莫奈的那些画作，包括 40幅描绘鲁昂大教堂、16幅描绘滑铁卢桥、

以及多幅描绘日光下的干草垛的画作等。或许，巫俊反复针对相同题材进行创作时的确受到过莫

奈的启发，但他的目的决不是为了逼真展现清晨、正午、黄昏或阴雨、浓雾等条件下的特定瞬间

的景象，决不是单纯的光色变幻中的客观记录。巫俊借助新表现主义形式感，使印象派风格中的

科学性因素转换成思想性内容，使自己的油画创作在内涵的积聚和丰富上完成了一次超越。

    去年，那位受到巫俊大加赞赏和推崇的基弗被授予 “图书和平奖”。自 1950 年设立以来，

德国文化界这一重要奖项首次颁发给不是从事文字工作的造型艺术家，他们认为基弗的美术作品

通常让那些巨大的而且充满伤感意味的物象沉浸在粗砺的色调中，总是在触及和反思历史上的沉

重话题，总是流露出深沉的人文关怀，总是迸发出深刻的思想力量，因此具备某种“文字的特质”。

就此而言，巫俊真正读懂了这位异国的同行，得到了基弗的真传。仅仅从技法上来说，巫俊并没

有全盘接受基弗，尤其是没有采纳他所习惯使用的麻布和铁皮碎片以及沙子、铅、灰等材料。巫俊

受到的德国新表现主义的启发主要在于，画面的色调更粗放，画面的笔触肌理更鲜明，画面的形

式感的冲击更强烈。因为完成了这些，形式介质就能发挥更显著、更饱满的社会功能，形式载体

就能承受更廓大、更深邃的关于现实和历史的研究，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能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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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俊先生是我的导师，也是我人生道路上重要的引路人之一。无论是制艺还是做人，在我的

心目当中，巫俊先生都堪称楷模。论及制艺，数十年如一日，他孜孜以求，即便在行政事务很繁

忙的时候，依然能做到手不释笔；论及做人，巫俊先生专注有恒，不仅对朋友肝胆相照，对意见

相左者亦能做到宽宏以待，竭尽为善之能事。他性情中的至纯、豁达与洒脱，在某一个侧面都清

晰地写照在他的作品里，凡熟悉者，皆能品读出其中韵味。他的作品，恣意氤氲，尽释绳墨

之羁绊；豪放有加，表里如一，品读其画犹如品读其人。

    巫俊先生早年的艺术生涯比较坎坷，比较丰富。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他在不断地自我反思、

审视、调整的过程中循序渐进，在绘画领域内的很多环节和门类皆有涉猎，诸如版画、连环画等等，

且均有一定成就。这些经历造就的艺术经验都转化成为一种心灵的营养，滋养和培育着他日后在

油画艺术的视觉判断当中逐渐奋进与升华。他的油画艺术风格几经转换，最终阶段性地稳定在一

种不拘绳墨地恣意抒写的状态。对于旁观者而言，这似乎是一条属于他的、轻松稳妥的必由

之路；对于知情者而言，这则是一条蜿蜒曲折、充满苦闷和彷徨之路，其间五味，唯巫俊先生

方知。他涉猎主题之宽，在风景、人物、静物等诸多题材之间往来捭阖，随意择取。最不易者，

每一个阶段、每一个主题皆有建树，而且都一度成为巫俊先生重要的创作题材。应该说，这在中

国的艺术家当中是不多见的。他的真正主题乃是深谙于心的语言方式，这种语言方式等同于心灵

无声的倾述，是心灵之通过视觉的由衷表述。目之所及、心之所往、手之所触，恣意纵横，无往

而不至。在他迄今为止的作品中，有一条线路图，完整地映射出他求索的痕迹，以及在他的心灵

和艺术成长过程当中所受到的思潮波及的痕迹。中国油画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真正进入了迅

速发展、多元并举的时代，也可以说，中国油画艺术的宏伟蓝图真正展开，是从巫俊先生这一代

人开始的。他们启语言多元和观念多元的艺术实践之先，他们是各种思潮的肇始者；他们披荆斩

棘，做各种语言和观念的艺术实验。巫俊先生个人艺术成长的历史，也是一代艺术家成长史的写

照和缩影，他本人的独特性折射出了时代的印记。

    综观巫俊先生的绘画语言，首先给予人的乃是一种观望的感动。它们整体地展示了巫俊先生

的独立的观望视角：宏大而苍莽，过滤了一切不必要的细节。其间，我们似乎看见了浪漫主义和

印象主义曾经给予他的某些精神营养，但这种感觉转瞬即逝；我们似乎又感觉到中国古典大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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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的影子徘徊在其中，抑或又看见德国新表现主义艺术家基弗的刚毅和理性的陈述，但这些

感觉亦转瞬即逝。巫俊先生描述的是他自己，通过自己手中的笔，写照心灵，写照自我。他作

品的气质终归描述的是他的审美人生，既无印象主义的艳丽与轻盈，亦无基弗的沉重和理性，

所有者，是通融之后兼而有之的语言气质，并深入地渗透进了自我的综合判断，升华视觉之真，

表现自我之真。 

    巫俊先生所关注的始终是油画语言。在他的千百地锤炼中，其油画语言日臻浑朴，并通过作

品展现了很多独特性，其一是氛围的建立。他非常善于营造一种画面氛围，抑或说是一种画面的

情境，一种语言趣味的指向。这种指向首先存在于他的创作的意图或者动机当中。意图和动机乃

是创作的起始点，是宏观的美学意向。意向指导着氛围的建立。他所营造的语言氛围是宏大而含

蓄的，远观之，属于自然的因素皆具备，诸如形体、空间之类，而近观则会明显感觉到属于自然

的因素逐渐弱化，而属于纯语言的因素则展现出它的魅力和价值，如交错纵横的笔意、多变统一

的节奏等。其二是色彩的因素。毫无疑问，色彩作为艺术家表现的抽象工具，是必不可少的。用

色之道，是优秀艺术家必须要具备的素质。色彩有其共性的法则，这一部分是可以学习的，但

是，共性是抽象的，色彩展现在每一个艺术家作品中的时候，它都被艺术家个体的审美所演绎了。

好的艺术家都能做到在不失去共性水准的前提下来展现自我的独特性。巫俊先生乃是演绎色彩的

大师，他深谙色彩的精髓和灵魂，他笔下的色彩瑰丽而深沉，或艳丽，或灰涩，在整体中皆有依

托。每一个局部和整体之间都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其三是笔意的因素。绘画的用笔所形成的

形式肌理为历代大家所重视，笔意往往比其他的几个因素更能映照心灵和性格。笔意的艰涩与流

畅、纵横与顿挫、笔法所形成的肌理等，从形态、疏密、厚薄三个角度切入到绘画的纯粹形式中。

再加上肌理本身的纯粹抽象形态，所以，在绘画当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形态各异但又难以名状

的肌理以各种不同的形状和隆起程度的点、线等形态交织在一起，营造了一种综合的视觉节奏，

对于画面综合境界以及视觉效果都起到了其他塑造因素无法替代的作用。善于经营此道者，某种

意义上说就是神通绘画之灵魂。巫俊先生绘画艺术以及个人之所长恰恰在此，他对于笔意的兴趣

以及表达的冲动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交错奔放的笔触与厚薄错落的肌理，在他的笔下井然有序，

虽与自然形态无涉，但与内在的抽象元素的审美判断息息相关。巫俊先生在他的绘画里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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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了自然与笔意的契合，从另一个角度其实可以理解为，他是假自然而成就笔意之流溢，假笔

意而成就情怀倾诉。笔意与画面中的自然与自我的情感浑然天成，尽释绳墨，令人动容。

    当今世界的艺术大潮可谓浩浩荡荡。尽管很多智者给予艺术以某种未来的期许，但是，在艺

术潮流中隐含着很多未知的不可预知的因素。或许某一个偶然，甚至某一个人物的出现便会改变

历史的方向。对沉浮在艺术思潮中的艺术家来说也是如此。巫俊先生之今日，乃是他艺术人生中

的一个相对静止之点，没有模式化也没有停滞。我们有理由相信，巫俊先生在未来的岁月里依然

会上下求索，孜孜如故，不断地变化和升华。他的艺术会进一步脱离法度、绳墨之羁绊，进一步

接近真理和人性。但愿巫俊先生越走越远，越走越好，不仅成就自我，同时成就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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