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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一个画家如何定位自己，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面对
如此难题，画家们处心积虑地寻求着各自的答案，力求冲出窘境，在
当代文化语境中给自我以恰当的定位，这既是一个时代的命题，又
是“转型期”艺术发展的必然。

在这个角度上，邹立颖的水墨人物画体现出一种价值的意义和
自我形象的重塑。与此同时，他也寻到了自己的艺术定位，并由此出
发，展示了风格的成熟和丰厚的收获。

作为以直面现实生活为特点的当代画家，邹立颖的作品是表现
当代人在现实中的生存状态的，他自觉地在作品中关注当代人的心
灵世界与精神面貌，表现当代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从中挖
掘日常生活中平凡的诗意。

邹立颖的水墨人物创作，注重在现实生活中撷取与发现，进而
将其凝铸为富有韵致的形式、语言，去体现他对现实生活的感觉与
体验。应该说，在长期的历练中，他训练了敏锐的艺术感觉，凭借这
种感觉，确立了自己的追求，即一种诗性的现实表达，把客观世界中
的人与物，主观化并提升为意象，进而以简洁的水墨语言给以展示。

这就是邹立颖的写实、表现绘画。画家笔下的人物已经脱离了
客观性和逻辑关系的制约，在不违背其本质的情况下，取其神和定
其形，使形神兼备在“似与不似”之间和“不似之似”之中得以生成，
作品因而在笔墨酣畅与元气淋漓之中焕发出勃勃生机。

邹立颖的绘画，始终未脱离生活，是现实生活给了他创造的激
情和动力，给了他以艺术的启悟，使他的艺术日益趋向于简洁、洗练
和充实。解读作品，我们看到，邹立颖娴熟地驾驭水墨技法，重要的
是，他善于把握“以技入境”的关键，力避了纯技术的炫耀，而终归于
人文气息的营造。这是画家的过人之处，他以平面构成关系去结构
画面的平面空间，使“无中心”的画面空间中，意象处于并置和叠加
之中，因为超越了逻辑关系，使之在表现上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作品
因而从单一的视点中解放出来，转换为多视点的表现，平添了丰富
的内蕴，一切都上升到诗意的层面，体现出一种由衷的关怀。

这是难能可贵的。

———邹立颖水墨人物画艺术

在写实与表现中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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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恩存

水墨艺术具有无限演绎的
可能性，在此中间，由于多样性
和丰富性，而开拓了审美空间的
广度、深度和高度；邹立颖的作
品在写实与表现中，逼近“写意”
的规律，在趋于本质性的表达
中，他较好地把握了写实与表现
的契合程度，令人在解读中不必
走向极端，而是在艺术化的意义
上去感悟命运、人生。

在构成的平面关系中，黑、
白、灰的墨色配置与笔法、水法
的混合运用，营造并渲染了画面
的整体氛围；其中，我注意到画
家在“实写”与“虚写”中的互动
式笔、墨、水、色的恰切运用，线
的波折变化与其中的微妙韵致，
墨与水的冲撞，产生的氤氲、幻
化和淋漓的气象，在邹立颖的作
品中，都是十分动人的。

水墨人物画，从来都是在形
神兼备和传神不传形两者之间
确立审美取向的，聪明者则在两
者之间进行嫁接，取其优长，舍
其所短。邹立颖在其中以写实和
表现中形成“写意”风格，画面结
构明确，线条蕴藉隽永、墨色含
蓄氤氲，而整体上的开合聚散、
收放自如等，都为作品带来了鲜
活性，显现了内在的充实，与外
部形态的美感相合，自然焕发出
盎然的生机与活力。

今天的艺术，当然更需要
“笔墨当随时代”的画家，需要对
艺术有着深刻思考的画家，也需
要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画家，
唯其如此，才能创造激动人心、
令人感奋、充满创意的作品。邹
立颖正是为此而不懈努力、执着
追求的画家，他正在收获辛勤耕
耘获得的果实。

创作作品《毛泽东》222cm伊115cm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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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cm伊68cm 2010年

创作作品《南海渔人》
136cm伊68cm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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