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2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6)2024,1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浅谈何多苓早期绘画的诗意

林晓东

西安美术学院，中国·陕西　西安　710065

【摘　要】何多苓，是当代中国抒情现实主义油画家。文革时期他为人们描绘了一幅又一幅充满诗情画意、饱含哀

思，而非灾难带给人们的摧残，以其特有的淡淡抒情，极具文字和叙事特色。作品以诗情画意著称于世。画者或在水气氤

氲的卷曲中，或在郁郁葱葱的庭园中，散发着一种远离尘嚣诗人的淡然恬静的朦胧气息。这一时期的作品，都包裹着一层

雾气，弥漫着一种朦胧感，画面呈现出一种高调的诗意境界，这种高亢的意蕴，是一种诗意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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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诗意在本文中的概念

诗，是诗人的艺术方法，是描写和自我感悟在现实或

想像中的一种表达。艺术家是以文学的方式呈现的绘画，

也是以人的真情实感为核心达到的一种张弛有度的境界。

我们所处的环境，有诗一般的意味。而绘画，往往是与自

然生活隔着一层绘画语言，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一个物

体，然后在创造其最吸引人的地方时，加入自己的感受，

将诗歌贯穿于这种艺术中。人类的情感是隐秘而复杂的，

在画面中蕴含着生命深奥的意义。我们从诗的角度去探

索，力求贴近绘画的本质。以此证明诗歌在绘画创作中的

意义。

2  诗意产生的原因

视觉因素：绘画不像具体的文字或声音可以反映出来的

诗歌、影视作品、音乐等艺术形态。需要借助绘画视觉语

言这样的特定媒介，才能让诗情在无形中显现出来。

艺术家的心境：产生诗性的核心要素是画家的真情实

感，也是最重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诗意的创作，在于

艺术家的本能——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人生在世，总会遇

到形形色色的人、事、物，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

总会产生许多情绪，也许会在这种相互接触，相互交融中

产生困惑， 艺术不仅可以宣泄情感，宣泄苦难，而且可以

使人类免受囚笼之苦。  诗意将最完整的意境和情感以最经

济的手段表现出来，完美地反映了所有艺术的神秘生活。

尽管艺术的身影人人都能捕捉到，但从普通生活中来看，

作为艺术家，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在艺术创作中，

艺术家需要娴熟的技艺和丰富的情感，才能创作出有灵魂

的作品。

他者因素：诗情通过艺术家情感的触觉在画面中绽

放，具有深刻的内涵，而形而上的心灵美学则是必须依

靠形而上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形成的，如客观素材、媒

介、构图等。观者对诗情的欣赏，可以从这些外在因素

中体味、觉察。诗情是艺术作品中感染力的源泉，每一

幅画的诗情都有其与众不同之处。比如记叙文的画，一

般都带有一定的目的性，的确是定性的，因为这种确定

性，观者可以通过画中的故事，感受画意所指。而诗意

不具有确定性，那么，当观者在体味诗意的同时根据自

己的经历、修养，展开对空间的联想，这种想象是具有

一定的目的性的，因为，产生了美感，诗情画意就在体

验中产生，在欣赏中产生。

3  诗人气质和诗意画面的形成

改革开放初期，艺术创作开始脱离千篇一律的模式， 

慢慢从主观上去寻找艺术的本体表达，艺术家的个性化精

神和语言方式也越来越清晰，每个人都从不同的方向和角

度去挖掘艺术的深刻内涵，有意识地放大和抒发个人的情

感追求，艺术的创作方式、尤其是年轻的艺术群体，他们

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更强，热情更高，在与新潮文化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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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中，表现出的更多是一种自觉力极强的求知欲望。然而，

作为上世纪 80 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文化形式，诗歌

却成为影响这一代人，尤其是现代诗歌的重要文化因素，这

与当下年轻人的精神追求一脉相承。何多苓作为青年艺术群

体中的一员，对于现代诗歌表现出的无上崇拜感，这种精

神领袖般的诗歌文化对其创作产生鼓舞和鞭策。于是，在诗

人备受追捧的年代，何多苓将现代诗歌所创造的意象之美倾

注在油画创作中，以十分敏感的情感去挖掘、捕捉细腻的变

化，将诗意的时代精神渗透到画面的结构中，以崇尚自由、

轻松、唯美为艺术理念，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写实油画

道路。1969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受上山下乡运动影响，读

高中的何多苓作为知青离开城市来到大凉山，大凉山的自然

风貌，彝族人的高大神秘和美丽，让他惊为天人。这里的

自然和人文对他影响颇深，包括让他一举成名的《春风已经

苏醒》就是对这段知青生活的诗性回忆。画面中只有一个乡

下的小女孩，一只狗和一头牛，它们蹲坐在青黄不接的草丛

中，望着远方，整个画面基调细腻而忧伤，仿佛这枯草将苍

茫的大地织成了人与物， 凝练而充实，浑然天成。 怀斯的

画风深深影响了何多苓，从这幅画可以看出，那种写实的画

风交织着人与自然的和谐，朴实无华的画面引领着人们走进

那依依不舍的思乡深处的记忆，一种淡淡的哀愁，一种诗意

的美，让人为之动容。也是这段时期，展现出他审美中对浪

漫、抒情、诗意风格的倾向性，他喜欢契诃夫抒情散文式的

风格，而对批判现实主义的风格则无动于衷。

1984年，他又创作了自己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青春》，

作为细腻质朴画风的伤痕美术的又一力作，无论是技法还是

立意，都显得十分成熟。一代人的回忆与情怀都在潜移默化

中被重新唤起，八十年代社会发展已经将之前的岁月尘封，

而何多苓在这个时候创作这样的画作，或许是一种致敬，也

是一种对青春的情怀。画面中的女知青穿着军装独自坐在石

头上，眼神里依然是淡漠与忧伤，苍茫的戈壁中只有翱翔过

寂寥大地的鹰隼，美丽而青春的生命在这一刻真的是那么的

多愁善感，被命运之手牢牢地束缚在一片自由的空间里，像

一朵永远栽种在荒芜沙地里的花朵。画面中青春的生命与荒

芜的戈壁反差巨大，统一的灰色调交织出大地和谐的人物性

格，少女眼神中流露出的迷茫，在命运的安排下让观者领略

到青春的残酷。

4  结语

至此，分析绘画艺术中的诗情画意，并不只是提醒人们

发现诗情画意，更多的是希望人们在绘画艺术中看到诗性的

表现手法，使中国油画汲取中国传统美学之长，也是对中国

历史发展的继承与创新。叙事性是画家内在世界观的逻辑性

表达，诗意的叙事绘画，是一种不落俗套的行为方式。两者

结合在一起可以让绘画更具当代意趣。能擦出奇妙的火花。

特殊的寓意，让观者更容易体会，更容易与画家产生一种情

感上的共鸣，让作品在刹那间形成一种历久弥新的效应。绘

画不拘泥于当代艺术语言的表达，只要生活在继续，社会在

发展，就会有更广阔的、个性化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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