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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游侠李自健

    早在2000年10月,我参观过在湖南省博物馆举办的《人

性与爱·李自健油画环球巡回展》,那观众涌动的场面,至今历

历在目。我被巨幅油画《南京大屠杀》和带有浓郁乡土气息的

几个系列画作深深震撼。

    李自健带着他的油画在地球上飞来飞去,我始终没有机会

与他相识。直到今年早春,才有了这一次机缘巧遇。

    外事办王秘书长打来电话,告知李自健将回长沙,是否插

进去采写点什么。正好有一家杂志约我写人物专访,这位艺术

游侠是再合适不过的人物。

    时间安排实在太紧,采访插不进去。画家本人得知这个情

况后,便热情提出,他的活动安排中有两天时间去张家界,不

如请记者一同去,可以利用长途汽车上、茶余饭后的零星时

间⋯⋯

    于是,我与这位浪迹天涯,誉满全球的东方文化使者,我

的湖南老乡,进行了一次旋风式的采访,粗略地了解他波澜壮

阔的艺术活动。

    画家自撰的《艺术游侠》已在海内外出版发行,画家以直

白坦诚的朴素文笔,叙述他执着追求的现实主义艺术道路和心

路历程,他在云游世界多个国家地区,与世界不同肤色人种所

结下的因果善缘故事,以及环球巡展所遭遇的波谲云诡,读来

令人心驰神移。

    正如高僧星云大师在前言中提出的:这本书记录了他从小



到大奋斗的历程,和他环球巡回展每一站发生的记事与感动,

内容呈现一个青年奋起飞扬、爱国胸怀、引人为善的故事,对

引导现代青少年走向成功之路,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

    回长沙之后,我花了十多天时间,阅读《艺术游侠》和画

家的油画集及有关资料。

    面对一座巍巍高耸的艺术金字塔,我的笔,我的语言,竟

是如此苍白无力⋯⋯

环球之旅

  从1992年5月美国洛杉机首次油画个展开始,历经14年时

间,到2006年10月雅加达国家美术馆展,《人性与爱·李自健

油画环球巡回展》,遍及六大洲近三十个国家和地区的48场展

出,有180多万人直接从画展上欣赏到他的“东方油画”,数万

人在多达80多册的观众留言簿写下了他们的感受。

    留言簿上这一行行真切动人的文字,展馆里一幕幕激动热

烈的情景,观众满含泪水的一双双眼睛,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

深感自已有不可回避的使命。他必须将自己原创的“人性与爱”

这个大主题作品继续做下去,必须以一件件更完美,更充满人

性、人情、人道精神的艺术力作呈现给世界,去感动世人,更

好地传播中国文化,传递中国人文精神。

    1994年在德国柏林,举办了启动西欧三国展的首次展出,

这是接受考验的欧洲首航。

    欧洲是油画的故乡,艺术的天堂,东方人的油画都是向西

方人学的,那些古典写实主义大师伦勃朗、米勒、维米尔、丢

勒等人,都是在这片土地上发出他们的光芒。

    一个中国画家,拿着他的似乎早已过时的写实主义油画艺

术,到艺术大师们的门前展示,是不是一个中国古老的笑话:

孔夫子门前卖三字经?



    画展一揭幕,如潮涌来的观众,文化艺术教育各界精英人

士的激动和赞誉,使画家忐忑的心放松了。几乎无法想象,一

个黄皮肤的中国艺术家,以传统的写实绘画,给欧洲人强烈的

心灵震荡。

    此艺术家得天独厚,他的画属于国家画廊,语言已无法形

容,这样特别的作品我从未见过。

    中国画坛的奇才,纯朴的生活,在画家笔下成为至高的美。

    结束了柏林画展,画家夫妇又乘着满载油画的货柜大卡车

转运巴黎。中国艺术家要让世界艺术之都巴黎检阅自己的油画

作品。

    对于这次画展,巴黎最大的中文报纸《欧洲日报》有生动

的描绘:

    1994年,国际艺坛巴黎的画界,什么流派都试过了,进入

了所谓零创造状态,连“创新”、“前卫”也成了陈旧的话题。

多如繁星的画家们,虽然许多能享受到国家文化部门给予的资

助,但统计数字却显示着大部分造型艺术的天之骄子过着拮据

的生活,出本画册也成了奢侈的计划,画展的开幕式往往立刻

变成了闭幕式,来参观的人寥寥无几。

    就在如此环境下,40岁的中国旅美画家李自健却租用一个

专门的大货柜,载着他用豪华画柜镶着的百幅油画,冠以《人

性与爱·李自健油画环球巡回展》来闯巴黎,要在西方油画的发

源地来展现东方油画的魅力。这次大手笔的巡回展,其全部资

金都是他自理的。

    出入意料的不仅是经费,更是他的画风,他不是再创一种

比前卫还前卫、比唯美更唯美的新潮去激活已经麻木了的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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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而似乎在以“不变应万变”的古老东方策略作国际艺术之

旅——他的画具有传统的写实主义风格,而写实主义的开山鼻

祖库尔贝就成名在一百多年前的法国,到巴黎来展出一百年后

的写实主义画作,会不会是“过于泥古”及“班门弄斧”的双

料不明智呢?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的画展获得了成功⋯⋯,展出的

作品以浓郁的东方情韵,人类共同的主题以及精湛的写实主义

技巧,打动了巴黎观众⋯⋯

    土生土长的“宝古佬”李自健感到欣慰,在艺术风格、流

派、观念多得如万花筒一般的巴黎,他的作品依然能以质朴与

真实的面貌吸引着“阅尽人间春色”的法国观众。

    巴黎画展期间,还发生了这样一个小故事:

    罗浮宫前一家豪华餐馆的老板,以8万法郎买下这次画展

中的一幅题为“午餐”的油画,画中一个可爱的中国乡村儿童

正在用饭粒喂食着母鸡与小狗。没想到,就这样一幅并无惊人

之处的中国式油画,挂在餐厅墙上居然引来许多入围观,餐馆

的生意也格外火爆,有些人还打电话到洛杉机画家家里,表达

他们对这类油画的一见钟情。

    李自健的油画,应邀进入联合国大厦内厅展出。这个内厅,

是世界二百多个国家的共享之地,有些国家的展览等上十年也

不算久等。李自健的油画“人性与爱”的主题,和新写实主义

的精湛画风,使联合国官员们刮目相看,不到半年便安排了

档期。

    限于展地空间,画家在百多幅作品中挑选60幅精品。《红

花被系列》响亮浓郁,《母女系列》高雅圣洁,《西藏系列》苍

茫凝重,《乡土系列》淳朴生动,《美国流浪人系列》悲怆肃穆

⋯⋯所有作品成系列陈列,交相辉映,在“地球村”的中央,



发出“人性、博爱、和平”的交响,使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心灵

为之一震,展厅内被挤得水泄不通。

    画展举办者说,从来没有哪次展览能像这个画展,将如此

多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不同肤色、不同阶层的观众全部

吸引进来,上自秘书长、各国大使,下至各部门的主管、秘书

以至一般工作人员,都川流不息地进场参观。有外交官惊呼:

简直是20世纪的文艺复兴!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致画家的专涵中说:

    我的夫人和我都被你的奋斗和善良所感动,你是一位很好

的艺术家,你对世界和平所作的努力,体现在你以“人性与爱”

为主题的环球巡回展览中,这对你的艺术和你的国家都是一份

献礼。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打电话给中国代表质疑:这位中国画

家环球巡回展的庞大经费从何而来,尤其是这次来联合国展出,

是不是由中国政府出资支持的?

    面对全球最大的电视新闻机构采访,画家严正答复:没有

任何人给我提供经费,我不愿意也不需要接受任何方面的赞助。

所有的经费都来自我手中的这支画笔。我所进行的“人性与爱”

的艺术创作和巡展主题,得到世界人民的理解和欢迎,因此,

源源不断的经费就来自作品广泛的欣赏者。

    画家在巡展期间,为荷兰女皇、马来西亚首相以及各国政

要、商界巨子、文化精英画过多幅肖像,还应邀为联合国秘书

长安南绘制了肖像。

    原来,联合国有个传统,每位秘书长在任期届满时,都会

留下一幅由当代著名画家绘制的油画肖像,永久悬挂在一楼内

大厅正墙上,供人瞻仰怀念。此时安南秘书长上任不过半年,



却欣然同意让这样唯一一位不是欧美当代名家的中国青年画家,

为他提前绘制一幅纪念性肖像。

    画家“人性与爱”油画巡回展,是一种带有沉重使命感的

“艺术行为”。他在自传中激情地写道:

    六百年前,一支没有任何扩张与掠夺目的的庞大船队,浩

浩荡荡地驶离了大明帝国的港湾,向浩瀚无际的西方海洋驶去,

这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一生中的第七次远涉西洋,

播撒和平与文明,架起与世界沟通桥梁的伟大壮举。郑和一生

的奋斗,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他的英勇气概和海纳百川的壮

阔胸怀,流芳后世,给世代中国人以启迪和自豪。

    做人当然要做郑和这样的人。

艺术之光

    “人性与爱”油画展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除了艺术技巧本

身的魅力,文化价值、精神价值和社会现实意义都鲜明强烈地

呈现在这样一个写实主义风格的画展上。正因为如此,才使它

有如此坚实的社会基础,受到广泛的欢迎。

    荷兰是世界油画的故乡,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油画艺术大

师凡·高等人的故乡。荷兰人在零下几度的寒风中排起长队进入

展馆,用惊奇、敬仰的目光注视中国画家和他带来的不可思议

的“东方油画”。荷兰博物馆馆长史普鲁特赞扬道:

    他那令人难以致信的技巧,对色彩艺术的感受与光彩的表

现,一再提醒我们想到荷兰黄金时期或海牙十九世纪印象派大

师的作品,在李自健的作品中融入所有荷兰人一向喜欢的绘画

元素及形式。

    荷兰人最钟爱的艺术风格,还原在李自健的作品中。他的



作品,以一种西方的艺术形式不仅表达中国人的感情,而且表

达出了全人类的共同感受。

    《孕》是一幅充满了东方神韵和新古典主义精神的作品。画

家是以自己的妻子丹慧为模特画出的。丹慧挺着七八个月大的

肚子坚持坐了几天,画家带着深深的感情,以严谨的造型,细

腻的笔法,将孕中的女子画得如此高贵典雅。那安祥恬静的姿

态,丰富含蓄的表情,散发出“人性母爱”的光辉。

    星云大师这样评论这幅画:

    画中少妇低头凝视,似乎正在屏息聆听隆起腹中胎儿的悸

动,而若有所思。她的眉宇间充塞着母性的慈辉,世间的一切

真善美,似乎都集中在这女子身上。画家竟能以一管彩笔,将

“孕”的涵义阐释得这么玲珑剔透。

    曾有日本收藏家想高价收购这幅画,画家舍不得卖出。正

是这幅圣洁的油画制成的画片,在以后的道路上,像护身符一

样护佑着画家:在办签证遭遇铁面无情的“大胡子”的时候,

进美国语言学校没有移民身份证的时候,在陷入困境生活难以

为继的时候,都是这幅画带给他善缘好运。

    《1937·南京大屠杀》是画家倾情画出真实历史,奋力呼唤

和平未来的,惊世巨画,是《人性与爱》画展的轴心。

    正如美国著名艺术评论家丹尼斯所指出的:

    这是一部雄辩的声明。在这幅唯有毕加索《格尔尼卡》可

与之相比的描绘可怖战争作品中,作者再现了1937年日军占领

南京时的暴行。在一群血肉模糊的尸体左边,站着两个自鸣得

意的士兵,在这个尸山的右边,则站着一名僧侣,一个孩子在



如山的血肉上哭喊,他是唯一的幸存者。这幅画展示了一种绝

妙的平衡,以及这平衡中撕心裂肺的寓意。

    在去张家界的长途汽车上,自健不止一次用手比划着,谈

到这幅画的结构。开始创作时,他彻夜难眠,直到黎明时才确

定用“三联”结构,左联是杀,两个日本兵在杀人比赛之后,

正得意地拭擦滴血的军刀;右联是佛,一个僧人万分悲痛地拖

收尸体;上联是生,尸山血海中唯一活着的小男孩,昂起头冲

天嚎哭。这样的结构,平衡而寓意深刻,富有视觉冲击力,观

众面对画面无不惊心动魄。

    这幅画使否认历史的日本右翼分子恨得要死,怕得要命,

在荷兰展出时,他们竟动用外交力量,阻挠此画的展出。而全

世界富有正义感的人们包括大多数日本人,面对这幅“恶梦的

拷贝”,无不动容。

    国际文化名人池田大作先生在给画家的信中,动情地写道:

    凝睇《南京大屠杀》,一瞬间我的心停止了跳动。我的心哭

泣了。而且,我的心燃起火焰。我当即将这幅不朽的大作介绍

给正好来参加研修的友人们,发抒已见。

    日本军残虐至极的野蛮行径,我们绝对不会忘记。

    这幅跃动着李先生魂魄的杰作,最主要是在呼喊真实。

    一些不可一世的当权者否认、歪曲残暴的历史,恣意妄为,

我们要坚决与之战斗下去。

    《人性与爱》画展中,“红花被系列”共十八幅画面,像醇

酒一样浓郁的中国乡土情怀,给观众恍若梦境的陶醉与迷恋。

其中一幅《姐姐的背窝窝》,暗棕色调的背景里,一个头戴银饰

帽的小弟弟,从小姐姐温暖的背窝窝里探出头来,一双亮晶晶



的黑眼睛怯生生地打量着外面的世界,红花被上鸟儿成对,鸳

鸯成双,花儿盛开,自然生动的吉祥图案衬托小姐弟的脸庞。

  这床冲击观众视觉的红花被,有着很传奇的来历。

  1996年夏天,《人性与爱》画展在泰国曼谷国家美术馆展出

期间,画家冒险深入到神密的金三角去采风。经历山高路远的

跋涉,在石头垒成的山寨前,一团鲜艳夺目的红色跳入画家眼

廉,中国的红花被!一个青年土族妇女,用红花被背着一个熟

睡的小娃娃。在树林、石屋的背景下,这红花被色彩格外突出。

画家顿时动了念头,光拍照还不行,一定要买下带回去。

    妇人听不懂画家的话,惊恐地跑进了石屋。石屋中的中国

老人弄清了这个挂着相机的中国人的来意,便友善地说服他的

妻子,让出这床托人从中国家乡捎来的红花被。

    画家塞给妇人1500元泰铢,买下了红花被。

    从此,这床红花被成了画家笔下光芒四射的亮点,画出了

一批又一批作品。

    由这床红花被,又引出了另一床红花被的故事。

    在马来西亚巡展期间,展厅中几乎天天看到有一位年过花

甲的观众。画展闭幕时,这位观众在留言簿上写下了一段感人

的文字,落款“一位来看过35次李先生画展的艺术同行”。原

来,这位老先生是已退休的邮票设计师,平时也热衷作画。画

展开幕以来,他每天从很远的住地乘巴士赶来参观。闭幕这一

天他赶来为画家送行,打开随身带来的小包袱,拿出一床红花

被。这是一床褪了色的打满补丁的破旧红花被。老人告知,他

父亲早年下南洋,从福建家乡带来的这床被单,已经盖了三代

人。画展上的《红花被系列》,让老人触景生情,硬是东找西翻

找出了这历史的遗物。他要作为礼物送给画家,也许作画时用

得着。

    画家被老人的深情感动,说什么也不肯收下对老人有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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