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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与真》

内容概要

《画与真：杨飞云与中国古典写实主义》是高全喜先生首部艺术评论作品集，也是国内第一部关于油
画领域的古典主义在中国产生、发展的系统性梳理和介绍的读物。作者在《画与真》中先行考察了一
番中国油画领域中的古典主义，这一艺术形态的萌生、发育与成长的历史，以求检讨其内在的得失，
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艺术脉络；探讨了与古典主义相关的中西方文化艺术发展的背景，及其生成与发展
所需的条件。另外在《画与真》中，高全喜老师以独特的视角，结合中国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的古典
艺术状况，分析和研究了以杨飞云为代表的中国古典主义的油画形态史，并对杨飞云二十多年来的经
典油画作品，如《北方姑娘》《唤起记忆的歌》《抱玩具的姑娘》《端正》《纯洁》《姐妹》等，进
行了较为全面、细致的解读与描述。高全喜老师通过对杨飞云先生艺术作品的分析与评点，也充分肯
定了杨飞云对于中国古典艺术流派的贡献及其在中国古典艺术派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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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全喜       文学、哲学、法学专业背景。由于身染沉疴而游思于艺术，后来沉湎于基督神学，于1998 
年重新进入学术领域。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
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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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高老师，文学、哲学、法学背景，又通艺术。很少的跨界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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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乱云飞渡仍从容——读《画与真：杨飞云与中国古典写实主义》王 玮出于很久以来对杨飞云作品
的关注，当高全喜著《画与真：杨飞云与中国古典写实主义》（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2月第1版
）进入我的视野之后，便顺理成章地唤起了我的一种阅读渴望。在我的感觉中，以杨飞云为集中研究
对象，并论及发端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且延续至今的中国古典主义油画画派，高先生的著作或许是第
一部。事实恰是如此。以中央美院的古典风油画所开启的古典主义艺术形态在我国已经经历了近三十
年的发展演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美术理论界却很少有人从理论上系统地研究和论述这个在
中国美术史上必定占有重要地位的艺术现象，论述和研究它的生长和发展史，它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
作品的美学价值及其精神内涵，论述这样一种艺术流派在中国油画史乃至中国当代美术史上的地位与
作用，它的贡献与局限以及在未来发展和流变中的各种可能性。这项工作，如今由高全喜这位“圈外
的圈内人”来承担，是否时有“隔靴搔痒”之嫌、时有“生吞活剥”“削足适履”之弊暂且不论，仅
从目前所呈现出的十三万字的成果上看，《画与真》便具备了个人视角下的独特性，也具备了史论意
义上的开拓性和启迪性。本书以相当的篇幅对西方艺术史上的古典主义，特别是作为油画艺术两个源
头之一的古典主义做了周详的梳理，对于在西方现代艺术中已处于衰势的古典艺术形态进行了客观的
定位与深情的呼唤；同时，作者用了更多的笔墨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油画艺术中的古典主义传统在
中国的传播与兴起，对此间赋形、成长的学院画派中国古典艺术两代代表人物靳尚谊、杨飞云等人的
“古典风”绘画进行了大体的透视与扫描。作者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对古典主义是礼赞有加的，认
为古典主义的艺术精神是现实主义背后的支撑，在对于写实对象的深层理解上，古典主义有着其它主
义所无以企及的美学品质。“所有的画风都是古典绘画的子孙，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那种严谨精微
的样式，却具有开阔宏大的肉质；具象写实的外貌却表现出超然升腾的灵性之美；非常人性的表征却
又承载着非常神性的大境界，以那样切实而可触摸的质素却能唤起人的崇高的理想与信心，古典绘画
具有超越时代的一种恒大的生命力。”这段近乎抒情散文般的语式能够出现在一部艺术理论专著中，
作者古典主义的艺术情怀可谓溢于言表。学院派中国古典主义油画的第二代代表人物杨飞云，是作者
在本书中重点剖析与研究的对象。杨飞云作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后中央美院的首届学生，能够追随靳
尚谊等名师感受古典主义所表现出来的那些人格理想和美学风范，既占尽天时地利，亦不失为得天独
厚。也正是基于这种“真传”，便不难理解杨飞云后来在古典主义创作道路上孤寂跋涉、从容坚守时
所表现出的那种令人钦佩的义无反顾。作者将杨飞云的创作界定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和九十年代
延续至今的前后两个阶段，在动态的演进中做了考察与剖析，认为在杨飞云身上隐现出一条古典主义
艺术在中国的探索之路和成长之路，其作品体现了追求严谨、细密、和谐、宁静、朴素、典雅的古典
主义绘画风格和人性理想。作者对杨飞云代表作品的逐一解读，可谓深入浅出、新意迭出。然而作者
并没有就形式谈形式，就技巧谈技巧，而是将其放在一个文化史和艺术史的角度来考察，并就艺术与
生活的关系、艺术的真实性原则、艺术表现题材及艺术美学理想等问题进行了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
探讨，不乏真知灼见。这些，无论是对于当事人还是对于读者，都是十分难得也十分有益的。有些问
题当然是可以继续探讨的。杨飞云在近三十年的创作经历中，并不热衷于叙事性的大题材，也无意宣
泄内心中的嚣张情愫。他的代表作品几乎所有都是在室内赋形的，狭小的室内成了杨飞云人物作品（
又几乎全都是女性人物）形态的“广阔的空间”。对于这种有目共睹的“单调”与“狭隘”，视为艺
术家的个性特征无可厚非，若作为优点或优势一味赞赏与玩味是否合适？换言之，操古典主义之利器
的杨飞云在今后的创作道路上是否有拓展题材空间的必要？此外，作者在考察古典主义的前世今生时
，主要以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作为参照和比较，而似乎是有意回避着现实主义
（写实主义）的话题，回避着即使是开新古典主义之风的艺术家在现实主义道路上取得的不菲成就。
以靳尚谊为例，他的代表作品中，无疑囊括着《北国风光》《毛主席在十二月会议上》《周恩来在万
隆会议上》《瞿秋白》等一批现实主义力作。错失了两种艺术形态体现在一位艺术家创作生涯中趋同
与差异的比较分析，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上述几点，不免使笔者读此著作后产生了一种意犹未尽的
感觉。
2、杨飞云是当代中国古典主义油画创作群体的杰出代表，他的作品不仅带给欣赏者朴素、宁静的和
谐感，还透露着一种活生生的艺术气息。通过二十多年来不懈的绘画实践和探索，杨飞云在古典艺术
创作、教学传承方面，为这一画派在当代中国的存在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古典主义绘画是西方
美术史上最经典、延续时间最长的画派，而能够支撑它在漫长的历史中流传至今的力量并不是艺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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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创作技巧，而是一种崇高的古典精神：人性与神性、具象与抽象的完美结合。当人们谈到古典主
义绘画时，一般会肤浅地理解为：唯美的形式、细腻的线条、甚至美丽的女人等等。所以美术理论界
向来会将古典主义油画与唯美主义混为一谈，认为画家创作这类作品是在逃避现实，不够关注当下⋯
⋯这一点高全喜老师在书中已经作出了很具体的说明，将古典主义等同于唯美主义是一种严重的误解
，要想读懂杨飞云画中 “真意”，不对他的创作思想进行一番解读，则完全不得要领。杨飞云的油画
创作深受西方古典大师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光体现在图式、构造和技法方面，更在于灵魂提升和精神
指引方面。他最推崇的古典画家是安格尔和维米尔，定期去国外美术馆、博物馆拜读大师的原作成为
他亲近、学习大师的绝妙途径。杨飞云的作品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画家精湛的古典绘画技巧，更渗
透了一个虔诚的灵魂对人生、对宇宙的终极性看法。信仰与艺术间的关联对他的艺术创作活动起到了
积极的推进作用。作为一名基督徒，他无时无刻不保持对宇宙万物和人创造奥秘的敬畏与赞美之心。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渴望以自己一颗仰望的心、切切感恩的心，去礼赞那存在于万物生命中的美质
，以信心和虔诚，用平实而确凿的绘画要素，终其一生，去表现令我感动并让我在纯净中体验到的那
个超然境界⋯⋯令我活着、做着就时时感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在这简单的话语里，我们理解了他
何以能够在各类现代艺术思潮兴起之时，仍能保持对古典艺术的热情；我们也理解了他何以能在诸多
同行纷纷丢下画布、画笔，转而拿起各类廉价、庸俗的物品去宣泄他们心中的不满和冲动时，仍能静
静坐在画室坚持他的架上绘画创作；我们更加理解了他为何不去碰触那些所谓的社会大题材，而是常
常从一个女子的眼神里、一把古老的椅子里、甚至一扇窗户里去表达他的艺术理念和审美理想。他用
高超的技艺将这些平凡的事物和生活的瞬间展现在了画布上，他用画笔将它们进行了美的提升，用最
质朴、最真诚的方式向读者反映了真正的永恒。何为古典主义艺术？古典主义艺术是一种永恒的美，
这美不仅体现于形式表面的可欣赏性，更在于内容的丰富性、精神的超越性。杨飞云在艺术创作中孜
孜以求的正是这种形式与精神双重结合的永恒之美，让我们期待他在以后的古典主义创作中带给我们
更多美的享受和思考。
3、面对中国公众谈论西方艺术概念上的国内古典主义艺术，似乎依然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情，尽管
它在我们的艺术史上已经存在了近百年。这种尴尬其实说明了一个很清晰的艺术现状：我们的现代艺
术何以能够秉承西方的古典精神？这话好像有矛盾，然而，事实却确实如此。中国的现代艺术，不管
它跟随西方现代艺术的脚步多么紧，如果没能对西方古典主义艺术做一个很好的追溯式学习和理解，
没有在我们的国土上形成一个自己的古典艺术体系，那么，不管我们多么先锋、现代，也很容易陷入
皮毛、虚无的现代，抵达不了精神深度上的现代，也终究难以超越西方的现代艺术。这种观念正如高
全喜先生在《画与真》里谈及的一个重要问题：&quot;在我看来，中国油画艺术的关键并不是如何吸
收现代派艺术，而是如何把在西方已被人们遗忘的古典主义传统吸纳过来，成为我们自己坚实的创作
基础。&quot;也许是出于这个固执的观念，惯于评论历史文化的高全喜先生才形成了这样一本艺术评
论著作，据说这是他首次涉猎艺术界，但如他在后记里所言：&quot;我竟不期而然地成为'圈外的圈内
人'。&quot;这本关于中国古典写实主义艺术的著作，不管在古典主义艺术史的勾勒上还是对于杨飞云
古典写实主义艺术作品的分析和理解上，都呈现了一个独特的&quot;圈外的圈内人&quot;眼光。说是
圈外，当然有高先生自己的谦虚，但也确实有一些圈外人的特征，这对于专业艺术研究者来讲，也许
是局限，但对于圈外人来说，高先生这种圈外人的视野却是一种优势。首先，高先生明白这部评论集
的读者对象，所以他用了非常大众的语言风格来书写，即使在解释最专业的&quot;单纯的静穆和高贵
的伟大&quot;部分，也用了读者容易接受的&quot;以真诚的心表达感动&quot;和&quot;人性和神性的完
美结合&quot;这类词汇来描绘，让读者读来清晰明白；另外，作者在进入分析杨飞云艺术作品的解读
之前，花了大量的篇幅去介绍关于古典主义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于专业人士来说，是耳熟能详的东西
，因此，他们很可能会对此种介绍不屑一顾；还有，第三方面是，高全喜先生对杨飞云古典艺术作品
的解读也或多或少显露了一种圈外人的理解思路，虽然整体上看起来很专业，但在一些具体的思路层
面，则透露了这其实是一个文学评论家的视角，比如就本著作的题目来看，探讨画与真的关系，也是
他从歌德《诗与真》里得到的启发。由此而言，高全喜自谦的&quot;圈外人&quot;其实是非常有价值
的视角，有别于专业人士的专业解读，却又收获了独特的书写方式和新颖的价值呈现。而之所以
是&quot;圈内人&quot;，这里当然有高全喜先生的专业素养，我们在阅读他分析杨飞云先生的艺术作
品时，会看到他从光的使用等绘画技巧方面进行论述，他细致的分析暗示了他可能对油画艺术有过长
期的关注。另外，就高先生对当下艺术生态的判断而言，也可以明了他具有圈内人的敏感，对待学院
派，高先生以难得的推崇态度来处理，这肯定需要作为圈外人的胆量和作为圈内人的见识，融合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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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院派代表的杨飞云古典写实主义作品才能够充当他分析的典型对象。此外，高先生还抓住了
当代艺术的问题所在，即现代艺术的虚无主义状态，已经令许多人感觉到艺术已死，在这样的大背景
下，高先生剖析古典艺术的魅力，推崇这种可以超越时代、具有恒大生命力的古典绘画，无疑具有一
种警示和导向作用。作者在后记里写道：&quot;我们不缺乏激情，但总是缺乏追慕的心。&quot;这话
也被单独拿出来放在衬页背面，说明高先生对此话的重视，通读全书，我们可以体味到他说此话的意
味深长：对于读者，他们可能喜爱艺术，但他们对自己的喜爱有过某些特别的追慕吗？对于艺术家，
他们可能具有着渴望先锋的激情，但他们对古典艺术的恒久之美有过追慕吗？对于作者，他喜爱艺术
，艺术给他实实在在的感动，通过杨飞云的艺术作品，他感悟到古典油画的美质，他满怀激情去评论
艺术，同时，他在评论里贯彻着对古典崇高之美的追慕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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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画与真》的笔记-杨飞云与中国古典写实主义

        杨飞云作为中国现代油画领域的一位杰出人物，他的绘画以其纯净的
古典主义美质而享誉中国画坛，在他那些承续西方古典艺术传统的人物画
中，流溢着一个当代中国画者在二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因感领一种伟大的
精神而生发出来的荣光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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