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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报

视 点

SHI DIAN

《袁运生的历程》画展在龙美术馆开展

品析袁运生 70 年的艺术创作

�文 / 记者 曹香玉 图 / 资料

� 提起壁画，我们总能想到惟妙惟肖的敦煌壁画，可影响了一个时

代的中国壁画，你又了解吗？ 1979 年，中国画家袁运生在北京首都机场

创作了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礼》，引起了巨大的社会轰动，海外

媒体曾评价它“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 ”这也激励了这一代青

年画家。 40 多年后的今天，袁运生带着他的手稿来到徐汇滨江的龙美

术馆，为观众们带来了 70 多年来的艺术创作。

袁运生的成名作

《袁运生的历程》画展在龙美术馆

（西岸馆）正式开展。 走进展厅，观众进

门后看到的第一件作品， 就是 1979 年

袁运生绘制的北京首都机场国际机场

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的复制

画。 此次壁画创作直接来源于袁运生

1978 年赴云南采风的经历， 根据傣族

民俗， 人们在泼水节这一天相互泼水，

象征着圣洁的洗礼和互致吉祥美好的

祝愿。

曾经，这一作品一经亮相即引起美

术界乃至举国震动，观者如潮。 1979 年

10 月 14 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文中

写道：“在新落成的首都国际机场候机

楼里，一批画作受到参观的中外人士称

赞。 有人说， 它标志着中国壁画的复

兴。”文章对我国美术工作者解放思想、

大胆创新， 取得丰硕成果给予很高评

价。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

院院长范迪安在接受采访时说道，袁运

生的这部成名作表达了一种勇于开拓

思维，勇于探索创新的艺术勇气，也不

断地贯穿他几十年来的创造。 他的作

品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讴歌生命，赞美生

命，同时坚守中国文化立场，把中国传

统绘画的各种悠长和他所吸收借鉴的

西方现代艺术的经验结合起来，由此构

成了他在当代文化概念上的中西融合，

尤其是具有鲜明的中国艺术的文化属

性，有强烈的中国艺术的造型特点。

与之呼应的，大厅展柜中还展出了

一件《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的铅笔

稿（1978）和《泼水节———生命的赞歌》

色彩稿（1978）。 以此为开端，我国壁画

进入大规模发展的新时期。 从某种意

义上说，首都国际机场这一壁画不仅是

难得的美术作品，更是一件见证中国改

革开放历史进程的重要文物，这也激励

了这一代青年画家的创作热情。 85 岁

的袁运生来到现场与观众们一同进行

艺术品析，分享艺术心得。 袁运生之子

袁野为筹备这场展览耗时两年， 他表

示， 父亲对他的影响贯穿在日常生活

中，希望尽可能为父亲做好一个完整的

艺术整合。

艺术历程长达 70年

现场，展览作品贯穿袁运生从上世

纪 50 年代至今的艺术历程， 时间跨度

长达 70 年之久。包含了早期作品素描、

1950 年代的素描速写作品、云南写生、

现代主义的盘子、 美国时期的艺术创

作、对中国传统造型的研究、2000 年之

后的创作以及重返敦煌和自画像。

1978 年，赴云南写生，以传统白描

的手法， 描绘了大量傣族的风情生活，

“地域性”和“现代性”第一次结合，仿佛

欧洲现代主义的变革， 毕加索与非洲，

高更与热带，梵高和浮世绘。

1982 年，袁运生远赴美国，试图在

古典和当代，在西方和东方的对立关系

中，上下求索，寻求一条中间路线；1996

年，袁运生归国，带回了广阔的现代艺

术背景， 创建了中国传统造型研究中

心，雄心壮志地建立属于这个时代的价

值体系和文艺复兴之路。

解读袁运生的艺术观

“重返敦煌和自画像”成为整场展

览的结尾，亦是解读袁运生艺术观和世

界观的两把密钥，也是袁运生最好的精

神写照。它接续了袁运生历程中的两条

线索， 一个是作为集体和民族思考，从

对传统白描的喜爱， 文化身份的自觉，

到对本土艺术的回归和重建； 一个是

个人的艺术生涯， 一部从生命自觉到

解放，几经波折，充满个人英雄色彩的

故事。

展厅中两百多件不同类型的作品

和丰富的档案文献构成了袁运生的艺

术世界，漫长的历程中，我们可以看见

绘画，看见历史，看见个人与绘画在不

同处境中的变化。 也可以说，这个展览

讲述的不是艺术，而是对今天尤为重要

的，一段从 1979 年开始的历史，这也重

现了袁运生对 20 世纪后半叶中国艺术

变革的贡献，并影响了一代人。

展览开放至 10 月 16 日。

1979 年，袁运生在首都机场绘制壁

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

布面油画《自画像》 1975 年

宣纸彩墨《敦煌写生一》 1981年

纸本钢笔《傣族村寨一》 1978 年

木板油画《煤山上的羊群》 1960 年代

纸本水墨《无字碑》 1991-2015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