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 80 年代，我读书的时候，能得到的资讯、材
料以及书籍都非常有限，主要就是来自于主流的几本美
术杂志以及个别的国外艺术家的作品集，但比较具有当
代性的画册则很少见， 能见到的都是古典或者传统为
主。 记得当年我为了了解国外的艺术情况，花了几十块
钱买了一本奥赛美术馆编辑的画册，爱不释手。 那是我
去兼职画广告牌以及到美术培训班上课赚取的一点钱，
那时候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才百来块钱。

还记得那时候有一本国内的美术杂志刊登了刘小东的
一幅作品，当时外文书店推出美国画家佛洛依德的作品集，
他的画风很明显受到佛洛依德的影响， 当时我手上也有佛
洛依德的画册，然后我就对比着看，思考油画的创作。

那个年代绘画创作主流还是以主题性创作为主，
多是重大叙事。 我比较迷惘，想极力挣脱主流的套路，
追寻自己的内心。 但却又变得方向不明确，不深刻。 青
春期的冲动叛逆和莫名焦虑、 烦恼交织一起， 憧憬未
来，模仿吸收，根植于现实生活。 广泛阅读，从历史里，
寻找痕迹，吸收营养。 为艺术人生，埋下种子。 时间推
移， 国门打开，科技进步，信息爆炸，打开眼界，百年来
的现代艺术给我们提供了各种风格、样式、表现手段去
整合， 具有启示的是来自形而上绘画大师契里柯那模
棱两可的语言风格；极富魅力的创作空间，对古代艺术
基调的任意挪用，以及对旧有的绘画“质量”的观念的
嘲讽等。 于是有了彻底的改变，随着当代艺术、观念艺
术逐渐被接受与认可，艺术包容了方方面面，无论用什
么材料，哪种手段，甚至科技的方法来呈现，艺术领域，
个性张扬，语言创新，都逐渐成为了具有前卫性的艺术
门类。 对于个人，要在艺术史里留下痕迹，多思考，敢于
实践，逐渐形成个人的语言体系。

以前的作品评价更多的是画得好不好，是否传神，技巧
熟不熟练的问题， 现在艺术的判断更多的是它有没有触动
人的地方，现实的批判性，有没有新的实验性，有没有给人
不一样的启发。 作品要有时代性，不管是媒材、方法还是思
考方式都应该与时代紧密结合，否则只会在重复别人。

最后，分享一句话，新的时代，根植于现实生活，面
向未来。广泛阅读，从历史里，寻找痕迹，吸收营养。成就
艺术人生。

我是 1987 年研究生毕业
于广州美术学院， 在读书期
间，我相对活跃，参加了几次
全国性大展并获奖，因而并没
有读本科而直接考研究生。 回
想当年， 那时候即便已经对创
作有了基本的认识， 但思维相
对固化， 会比较明确区分基础
训练与创作，或者习作与创作。
这跟今天大有不同， 我现在带
学生， 更多的是跟他们强调每
一次动笔都应该以创作对待。

当时能接触的艺术资讯
不多，非常难得可以看到几本
国外的杂志或者书籍，了解到
外面的艺术家创作作品更多
的是以观念为主，而国内的则
比较关注现实题材，表现手法
上更是写实为主流。

一段时间里，我接触哲学
的书籍和天体方面的资讯较
多，开始对生命有了重新的思
考，尤其当时去了一次西北写
生，突然对数万年才形成的石
头的“生命”有了新的认识，对
比大自然， 人确实很渺小，于
是，我就把人本身具有的生命
感通过艺术创作赋予到石头

题材上。
我原本一直是以人为创

作主体的， 但毕业创作上，则
完全抛弃了“人”的元素，全部
画石头，这种转变在当年是需
要非常强大的勇气和底气的。
毕业论文也是有关“观念与创
作”的关系方面的内容，大致
观点是表现手法要跟上观
念，如果光有观念，但表现手
法跟不上， 这样的观念则毫
无意义。

可以说，那次毕业创作奠
定了我后面数十年创作的基
础。 我后来对生命的思考，围
绕石头创作的探索，都可以追
溯到这里。

记得当时我们用了一年
的时间准备毕业创作，我的导
师是恽圻苍老师，回忆起我当
时最大的幸运就是遇到了像
恽圻苍老师这样的导师，他对
我的思维、观念没有太多的限
制， 给了我足够的思考空间，
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我有了方
向上的引导， 所以一生中，能
遇到一位好老师是幸运的，也
是艺术道路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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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从广州美院国画系毕业整整
三十年了，时间过得飞快！ 仍记得三十
年前的春天，全班同学在最后一个学期
个个挑灯夜战的场景，真可谓热闹而又
壮观，令我终生难忘。

为了认真准备毕业创作，三年级放
暑假我便和同学、广州画院画家黄堃源
公子黄健相约去四川凉山布拖、大足石
刻、长江三峡采风。 凉山彝族人的深沉
厚重、大足石刻的精美凝练、长江三峡
的巍峨壮丽，都让我印象深刻。 原本打
算画凉山人大画作为毕业汇报，但当时
太年轻， 对写意画的理解仍显稚嫩，把
握不足下思考再三后放弃了初始想法。
在指导老师周湧的悉心引导下，转而采
取运用工笔的方式在布上进行毕业创
作作为最终的主攻方向。

选择了创作手法和创作材质，该选
择什么样的主题便颇费考量。联想到国
画系之前历届人物画专业的毕业创作
基本上是画工农及少数民族， 再画似
乎仍是重复， 故调整思路转画古代人
物。 起因是二年级时曾与同学涂囯喜
合作一幅《大唐骑乐图》，以构图巧妙、
形象生动、色彩夺目、画面新颖而得到
评委们的好评， 获得省体育美展优秀
奖，最终入选全国体育美展。 我觉得仍
可围绕这主题进行再创作和再探索，周
湧老师听了我的想法也大为支持，鼓励
我沿着这思路继续画下去。

创作这幅 《大唐毬乐图 》 （130×
130cm）， 我用 S 形构图贯穿整个画面，
六位唐代帝宫人物骑马在追逐打马球，
画面衬底以唐代图案为主延伸全画幅。
人物与马皆符合当时的审美要求 ，塑
造以肥为美的特征。 马的造型更以圆

和方相间，突出了装饰性和时代感。 人
物衣带追求飘逸灵动， 人物表情自然
而又专注。 整个画面先勾勒而后三矾
九染， 最终顺利完成并在广州美院美
术馆毕业创作展览中展出， 作品也被
国画系收藏。

现在来看 ， 此画仍有许多不足 ，
在画面的丰富性 、 情节的生动性 、形
象的唯美性 、色彩的对比性中都有欠
缺的地方，这和当时自己的艺术领悟
能力未达高境有着莫大的关系。 个人
认为，美院求学几年只是艺术的学习
起步阶段，艺术的成熟仍要靠毕业后
的不懈领悟、不懈探求和不懈奋斗才
有可能最终磨砺而成！ 这里没有捷径
可走， 只有踏过铺满荆棘的险路，艺
术之路才会有光明坦途，求艺者才会
海阔天空自由翱翔！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毕业创作挑灯夜战的经历，终生难忘
朱光荣：

好老师是艺术发展的关键
何建成：

熊龙灯：

熊龙灯 出生于
贵州,现居北京,毕业于
贵州大学艺术学院油
画系,职业艺术家,当代
水墨艺术家, 北京书画
艺术研究院会员。

人物介绍

朱光荣 笔名心泉·光荣，
1965 年生于广州。1991 年毕
业于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
系。 现为广东省美术家协会
理事、粤港澳大湾区美术家
联盟理事、广州市美术家协
会副主席、广州市政协书画
院秘书长。

人物介绍

何 建 成
1957 年 7 月 生
于广州 ，1987 年
毕 业 于 广 州 美
术 学 院 油 画 系
研 究 生 班 获 硕
士学位 ，毕业后
留 广 州 美 术 学
院油画系任教，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副
教授，历任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高级进
修班、 第一工作室和第三工作室主任，
现为杨之光美术创意总监，中国美术家
协会会员。

人物介绍

■熊龙灯 毕业创作手稿

■朱光荣
大唐毬乐图
1991 年

■何建成 原象系列之三

作品应根植于
现实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