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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绍城：从艺要有全面的知识，坚强的毅力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画画淘汰率极高
最终还是看“天分”

收藏周刊：现在不少人对美术的理

解存在偏差，或者专业思想不够牢固。

您当年选择美术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外

界对美术的其他评价？

张绍城：青少年如果没有任何功利

心，真心热爱艺术，则可以持久。现在社

会不少人对画家有误解，因为有部分画

家喜欢炒作，使得老百姓难以判别真假，

误以为艺术家都能卖“天价”作品。现实

中，画家是极少能卖画的，倒是不少人总

想免费获取。

现在网络上不断有一些消息在传某

画家的作品多少钱，从而误导了一些年

轻人甚至家长。以至不少家长不分情

况，认为孩子成绩反正不好，就干脆学习

美术。我建议，要想从事美术，必须是出

于爱好，抛掉想发财的心态。画画是一

个淘汰率极高的行业，因为它最终还是

要看“天分”。

而且，从事艺术要有全面的知识，坚

强的毅力，让自己不断地奋斗。但这种

努力一段时间内，是很孤独的，像一个人

被扔进大海里，举头看不到岸，东南西北

似乎都一样，很难判断哪个才是属于自

己的方向。

收藏周刊：是的，正因为这样，不少

人会迷茫。

张绍城：尽管每一个方向都不确定，

那唯有自己内心先确定一个方向，坚定

信念，然后在努力的过程不断寻找一些

“小成绩”，而这些恰好就是支持你继续

往前的“救生圈”，所谓“积小胜为大

胜”。这一点，无论读什么专业，都是共

通的。

回想我十七岁的时候，有幸发表了

一张年画，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那

是我跟几个同学一起画的，作品叫《龙飞

凤舞庆丰收》。当时对我是异常鼓舞；到

十九岁时，我和王维宝合作了一张木刻

版画，我画，他刻。没想到最后在《人民

日报》发表了，这让我有极大的成就感；

二十三岁时，我接到了广交会安排的一

幅巨幅画作的创作任务，后来这幅画又

在重要媒体上发表了。

画家要成长
必须要有良好的氛围

收藏周刊：您从初学到有成就，促使

自己不停进步的方法有哪些？

张绍城：画画要讲环境氛围。如果

我不是从北海来到广州，并入读广州美

院附中，那我恐怕就难有今天的自信，

甚至可能就在北海寂寂无闻。好比如

画家黄文波，曾经在 1962 年前后，他与

汤小铭的作品轰动全国，汤小铭的《稻

香时节》、黄文波的《春雨》是当时广州

美院建院以来水平最高的作品，被全国

同行关注。当时的黄文波是我们的偶

像。他毕业后，分配到了我家乡合浦的

文化馆，我每放寒暑假都会去那里看他

的作品。后来，他更被分到偏远一点的

地方，就这样在合浦及周边工作了近二

十年。直到改革开放，他才被调回广州

美院。回头看，他在那段时间，艺术走

了一些弯路。因此，我认为，画家要成

长，必须要有良好的氛围，更要主动结

识多一点水平高的朋友。我读书的时

候就十分注意这一点，因此从那时候开

始，我就跟陈衍宁、伍启中、招炽挺等关

系十分要好，只要有机会，就常常聚在

一起，互相交流对艺术的看法，形成了

互相提高的气氛。

比如我时常会注意，谁画得比自己

好，好在哪里，迫切了解差距，甚至全国

范围的同龄人。记得 1968 年在江西安

源，全国知名美术学院的一些老师和学

生都集中在一起开展“革命历史主题创

作”，刘春华可算是当时最出名的，因为

他那幅《毛主席去安源》的作品当时轰动

全国。因为他跟我同年，因此，对这位同

龄人，我尤为注意，确实也看到了他的优

点，也知道了他的缺点。

不管什么画种
都要有立意、构思、形象

收藏周刊：他有什么缺点和优点？

张绍城：我看他的习作或速写，实

际上比较一般，谈不上有特别的天分。

但他有一个很多画家都没有的优点就

是，他虽然很出名、很红，当时很多人要

找他签名，出席一些活动，但他很谦虚、

很低调。

收藏周刊：您在艺术探索中，如何保

持自己有敏锐的触觉，甚至在不同艺术

门类上有触类旁通的实践方式？

张绍城：我是先画中国画，因为我阿

姨余慧，也是当时广东较有代表的画家，

她画工笔很有成就，而我就常常跟她学

习中国画。当时反而油画方面，我感觉

自己并非特别有优势。可惜，在我高考

时，中国画系不招生。后来受年代原因

影响，能够有画画机会的，就只有广交会

以及当时组织在农讲所开展的主题创

作，但这些都是以油画为主。改革开放

之后，插图或连环画又成为比较主要的

画种。

但我认为，不管什么画种，都有共同

的要素，首先是立意、构思、形象，这一点

已故雕塑家潘鹤实践得很到位，我以前

常喜欢跟他聊天，他除了雕塑，水彩画也

画得很好。实际上，不管什么绘画门类，

都是依靠视觉形象表达思想，这是共通

的。形象能够引起共鸣，能够打动受众，

这就是关键。

我比较喜欢阅读
多喜欢短句子的书

收藏周刊：您会否通过文学，例如在

诗词、小说中获得灵感？

张绍城：我比较喜欢阅读，长期以来

都喜欢随手拿起一些书刊，包括书、杂志

等。阅读可以活跃思想。其实文艺门类

都是相通的，包括诗歌、小说甚至哲学、

历史。对于一本书是否值得我看，通常

任意翻开几页通读，我就基本了解。包

括对于一个年轻画家，通过几张作品，就

能看出他们的天分。

我认为，小说、文章或者画，都会散发

出一种作者独有的气质。我跟唐大禧也

因为这一点而互相认识的。直到现在，我

仍然对唐大禧很崇敬，也把他作为我艺术

追逐的对象，我对他作品的解读，也得到

他高度的认可。我们互相之间几乎都能

看到对方的真实想法。我一直认为，在广

州市的美术家里，他是最有水平的。

收藏周刊：您喜欢阅读，有没有哪本

书对您影响特别大？

张绍城：在附中期间，有一本书几乎

是当时所有人都看过的，叫《初升的太

阳》，是苏联的小说，讲述苏联一个美院

附中的学生，从学画到考美院的过程，到

后来意外身亡的故事。因为故事主人公

的学画经历跟我们当时很像，所以，大家

都争先看。而对于我当时，也受他学画

毅力所鼓舞。

我多喜欢看短句子的书，例如《红楼

梦》《水浒传》，通过用词造句等细节来判

断一本书是否值得看。武侠小说我比较

喜欢古龙的作品，用词造句和文笔都很

好，但张爱玲的，我就不喜欢，句子太长。

“每天都思考一些新的创作题
目，尝试新的绘画构图。”这是年近
八旬的广州画院名誉院长张绍城
目前的日常，回首过往，张绍城所
涉猎的艺术门类众多：油画、中国
画、连环画、年画……日前，他在广
州市文联和新快报收藏周刊一同
邀约“美学大课堂”的采访中表示，
能够使自己在不同艺术门类触类
旁通的重要因素是“爱阅读”，他爱
看经典名著，也爱看武侠小说，他
认为，“不管什么画种，都有共同的
要素，首先是立意、构思、形象。”他
还强调，“从事艺术要有全面的知
识，坚强的毅力。”

喜欢看的电影：
《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

一八》《南征北战》

人生格言：
没有后台没有背景，只有小

小的能力能有今天的结果，是一
件很幸运的事。

每天必做的事：
每天都思考一些新的创作

题目；每天都尝试新的绘画构
图，构图是一张画成败的关键。

张绍城
广州画院名誉院长

人物介绍

■山水甲天下 张绍城

■淞沪会战——十九路军 张绍城

■门画《龙
飞 凤 舞 庆
丰收》
张绍城十七
岁时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