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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1234 艺术界

有朋友问：在近现代画家中，你喜欢哪位？我
一时不能作答。因为我兴趣广泛，喜欢的画家很
多，且随时日递进，认识又有变化。他又问喜欢的
原因和标准，我倒可直接回答：其一要有开创性，
这是作为大艺术家的必要标准；其二要有人文气，
这是一种人文关怀，是作为艺术家的根与本。黄
宾虹、齐白石、徐悲鸿、林风眠、潘天寿、李可染、吴
冠中都令我高山仰止，这些高山大川固须仰止，仰
止之外，还有一种并非呈耸立之势的山却更能令
我作怡然观，关良就属于后一种类型的画家。

关良1900年生人，17岁东渡日本学习西画，
五年后毕业归国，先后在上海美专、武昌艺专等多
所学校任教，抗日战争胜利后随国立艺专返回杭
州，任杭州国立艺专、浙江美术学院西画教授。从
这份简历中，晓得关良的主业是西画，令他名气更
大的水墨戏曲人物似乎只是友情客串。在近现代
中国美术史上，像他这样由画油画改画中国画的
可以举出很多，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吴冠中、
吴作人都是如此。我想最大的原因是土壤问题，
有环境、受众、年龄、材料等因素的影响。在那块
土壤里，生出了很多才华横溢、贯通中西的画家。
关良何以能在历史车轮无情碾过之后留下声名，
且随时日更迭越发显出独特的价值呢？

在关良前前后后的画家中，比他知名度大的
画家不算少，关良如果没有戏曲人物这个拿手好
戏，有可能被遗忘、被遮蔽。水墨戏曲人物确立
了关良在中国画坛的学术地位和民间关注——
话说回来，如果关良以比较入时的方式画其他题
材，以他的才情，未必不如他画水墨戏曲人物获
得更大的知名度。

在戏曲题材中，关良实现了造型、趣味与意蕴
的有机匹配，今天对我们来说这样的风格多少有
点遥远。在逸品缺席的年代，人们会越发感觉到
关良的价值。关良的初期作品“受了塞尚和雷诺
阿的影响的确不少，在他的画面上，可以看出塞尚
的严密的构成和有韵律的笔触来，而圆味的表现
和柔和的色调却又是从雷诺阿研究得来的。”（倪
贻德语）显然，他的水墨不能照搬油画的方式，关良
之功在于化合中西，以中为本。细加考证，他的水
墨既有结构，也不因结构而生硬和板滞（结构给人
的心理感受常与理性相伴，此与中国画“不涉理
路，不落言筌者为最高”的价值观相去远矣），柔和
的墨色和形体得益于他的早期西画积淀。

大画家都有自己的“干货”，譬如白石老人的
画意趣盎然、雅俗共赏，最有人缘；宾翁山水在粗
头乱服中浑厚华滋；傅抱石有洒脱不羁之气；李
可染为祖国山河立传，庄严深沉；石鲁铿锵有力，
富有金石味。这些都是可以彪炳史册的画家的

“硬指标”。关良的“硬指标”是留有孩童般的天
趣和自然，深得一“趣”字。戏曲人物与中国画的
造型和笔墨观如约而至，得意忘形、不似之似，其
趣又得“戏”之精髓。关良对中国文化体悟之深，
使他能快步登堂入室，画中国画之名掩了画油画

之名，便很自然。由油画转习中国画的，不在少
数，甚至成了潮流，但其中大成者却寥寥。所以，
关良之才，重在融通：在中国与西方、民间与文
人、学院与素人、谨严与随意之间取得了融会贯
通。进一步讲，关良的画有素人画之气质，天然
稚拙、不落俗套，在平实中蕴涵意趣，学院教育并
没有使他就范于某种成法，没有甄灭艺术中难得
的鲜活气。那心性和原真，承继了梁楷、白石翁
等人的写意精神，又趋于个人化处理，在夸张造
型中纳入生拙笔墨。关良兼有两者身份，虽然在
学院任教，却并不为严格甚或呆板的教条所束
缚，虽常浪迹民间，却有谨严的学术意识——这
其中的偏离和跨界恰好成就了其画之逸格。

正如中国画的形式逻辑并不依据科学一样，
关良作品的美，并不按照类似月份牌美人的比例
和结构关系。若作浮想联翩的解读，亦在其作品
精微处，入此关枢须有足够的心性和眼力，而他画
细节与普通画家不同——他在笔墨的转接揖让之
间，打破观者司空见惯的读解，自然复自然，就像
他不用引号强调他要强调的话语，而将细节紧紧
镶嵌在整体关系中，因此更禁得住品咂与琢磨。

就作品随意性而言，我觉得关良作品的某种
形态与马蒂斯的有相似性。但以一个中国画家的
眼光，关良画中的笔墨比马蒂斯的色彩似乎更可
玩味。戏曲作为他的中性化主题没有庄严和肃穆
的承重，也没有轻飘之感，这些内容恰当地存在于
诙谐和轻松的结构之中。有一点或需说明，他给
普通观众可能带来的障碍和疑惑就是“小孩子也
可能画出这样的画”。所以说，关良作品属于那种
行家鼓掌、群众未必叫好的。我倒觉得，他涵括了
文人的那份文气和童心，他的稚拙又是中国化
的。关良则是在一定限度内借用了儿童的本真来
说文人的话，他醉心于在自由造型中体现笔墨美
感与趣味生发。他的画，需要慢慢品。

关良作品有着与一般人审美经验中机械、习
惯的倾向和趣味相对立的东西——创造性。鲜
活意趣和别致风趣是一种生命力，他在戏曲人物
变化多端的动作与服饰中找到了丰富的资源宝
库，大有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意味。他的
好友倪贻德在随笔《关良》中这样描述：“发现出
常人所看不到的微妙的色调和优美的形式来。”
画家的生活则是“每天度着放浪冶游的生活”，关
良是一个戏迷，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大部分的时
间，都消磨在京剧的研究里”。看来，他是长期浸
染其中，他的艺术和生活纯然一体了。

在20世纪的中国画家中，关良是极有趣味的
一位，内容题材与表现方式都足可称道，不观其
貌，单看他的画，便可认定他是一个平和从容、很
有教养的人，他不喜狂，也不悲愤，世间纷乱在他
那里都可能被“戏”化，在他“不熟练”、看似生拙
的造型和笔墨中，依稀透着生命的内省与活泼。

（本文原载《美术报》，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美术
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

有孩童般的天趣和自然
——说说关良的画
韩立朝

国漫大片《长安三万里》
在壮美唐风中展现诗意中国，
影片中，李白在曲江酒楼饮酒
作诗时所用的酒器，引发了人
们对大唐酒器的关注。

收藏在咸阳博物院的錾
花金执壶，是唐代酒器中的精
品，展现出中西方文化技艺的
交流融合。它工艺精湛、制作
精美、装饰华丽，宛如一幅栩
栩如生的画卷。让我们透过
錾花金执壶，去感受盛世大唐
的传奇。

大唐盛世的绝代风华

执壶是一种酒器，也称作
注子。“1969年，在咸阳市渭城
区西北医疗器械厂的唐墓，出
土了一件很特别的錾花金执
壶。它通体由赤金锤打、焊接
成型，再錾刻纹饰。”咸阳博物
院保管部副主任王宣懿介绍。

这件錾花金执壶设计巧
妙、造型优美、工艺精湛、纹饰
华丽。壶的柄外侧錾刻有菱
形图案。壶的外壁从颈部至
底部饰有蔓草纹、连珠纹、缠
枝纹、鸳鸯纹、莲瓣纹等。这
些纹饰多来自丝绸之路上的
中亚、西亚地区，有典型的异
域风格。壶盖上有一个莲苞
状钮。钮有活动链与柄相连，
链与柄相接处有龟形铆钉，乌
龟引颈抬头，寓意长寿。

壶肩至底部有四组环形
纹饰：第一层为以四朵莲花为
中心的缠枝纹、蔓草纹；第二
层为两对展翅嬉戏的鸳鸯图
案；第三层为鱼子地蔓草纹；
最下层饰三重莲瓣纹。壶嘴
饰有鱼子地莲花蔓草纹。“此
壶既有大量中华民族本土的
纹样图式，又有很多异域的符
号和工艺，展现出唐代金银器
制作的最高水准。壶身上复
杂精细的纹饰，完全靠工匠一
点一点锤打出来。”王宣懿说。

到底谁才能使用如此华
丽精美的金执壶呢？据《唐律
疏议》记载：“器物者，一品以
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
因此，使用金银器成为人们等
级身份的象征，由此可推断金
执壶最主要的使用者应该是
皇室贵族。那时，金银器也经
常作为皇帝奖励有功大臣的
赏赐之物。

执壶最初的造型是由青
铜器发展而来，南北朝早期的
青瓷当中已有执壶的造型。
唐代的执壶硕腹、喇叭口、短
嘴，壶的重心在下部。唐代受
西域和中亚影响，出现了不少
金银执壶。这件錾花金执壶
的造型和纹饰有很明显的异
域风格。

“金执壶工艺精湛，制作

精美，充分表现了金银工匠丰
富的艺术想象和创造力，也说
明了盛唐财源充裕，皇家作坊
可以不计时日、成本而创作出
最精美的器物。它反映了当
时国力的昌盛和经济的繁
荣。”王宣懿说。

中西交流的历史见证

盛唐时期，对外贸易发
达。受丝绸之路影响，西亚地
区的掐丝、焊缀金珠等工艺传
入中国，大量手艺精湛的异域
工匠也远离故土来到长安。
外来文化传入中原对唐人的
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追捧西
域的金银器成为唐代上层社
会的一种时尚。

从唐代明确规定一品以
上的高官贵族才可以使用纯
金的食器来看，那时，对金银
器皿的崇尚已经渗透到社会
等级观念之中，更增添了金银
器的诱惑力。这种对金银器
的推崇，促使金银器制作得越
来越精美。

唐代工匠在借鉴西方工
艺的同时，也进行了创新，使
器物的造型、纹样变得更适合
中国人的使用和审美习惯。
錾花金执壶上的连珠纹、缠枝
纹、莲瓣纹等纹饰的原型多来
自西域，具有浓郁的异域风
情。连珠纹原是古波斯王朝
最为流行的花纹，于公元5-7
世纪间从西亚、中亚传入我
国。缠枝纹所表现的“缠枝”，
常常以常青藤、葡萄等藤蔓植
物为素材与莲花相结合。因
其结构连绵不断，所以有“生
生不息”的美好寓意。莲瓣纹
则是佛教文化影响下流行的
莲花纹饰。“金执壶上的三重
莲瓣纹、连珠纹以及缠枝纹，
展现了唐代金银器装饰艺术
的魅力，是中西方文化、技艺
融合的结晶。”王宣懿说。

錾花金执壶：
大唐风华一壶藏
张琪悦

文物名称：錾花金执壶
文物年代：唐代
收藏单位：咸阳博物院

关良 西游记人物 197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