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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大箴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唐勇力的中国画创作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关注与好评，

主要在于他具有独特个性的艺术面貌给工笔画增添了生
气。这种面貌是在民族传统绘画观念和技巧的基础上，广泛
吸收各方面的养料，经过反复试验、探索逐渐形成的。他从
事工笔重彩的人物画创作，自然会把眼光转移到文人画之
前的工匠画传统上，也自然会被敦煌壁画所吸引。在 20世
纪 80年代，他作为青年画家曾一度对新潮美术感兴趣。在
90年代中国画“复归传统”的大潮中，他重新审视文人画传
统，从中获得一些新的启发，使自己的绘画又增添一些新的
特色，反映出唐勇力在艺术上兼收并蓄的广阔胸怀。

唐勇力从当代北方和南方中国画创作两个不同艺术
流派和教学体系中吸收了有益于自己艺术成长的养分。他
的艺术语言雄浑、拙实，同时充满灵气与动感，不乏细微与
精致之美。他懂得艺术家创作的个性面貌应该愈鲜明、愈
强烈愈好，但用来铸造个性面貌的资源则要多样和丰富。
在艺术上吃“偏食”的人也可以成为画家，但不可能有大的
作为。唐勇力有坚强的“胃”，善于消化和吸收养料；他更有
指挥胃的、勤于和善于思考的大脑，有很高的体悟自然和
体悟艺术的能力。

郎绍君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唐勇力是一位“学院”型的画家，从河北师大到天津美

院、中央美院，再到浙江美院，再到中央美院，有扎实的写
实功力，也有很好的传统功底，对工笔画教学，特别是在其
技巧方面有很多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唐勇力的工笔画几经变化。从 1985至 1990年间，既有
写实的作品，也有变形探索的作品；既有传统勾勒填色的作
品，也有融入新画法、追求现代感的作品。他的《人体系列》，
可以看到八五新潮的影响。1991年前后，他去敦煌考察，画
法风格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创作了很有影响的《敦煌系列》
等。同是勾勒填色，卷轴画比较精致，壁画相对粗犷。敦煌壁
画经过一千多年的风化、氧化，产生了剥落的痕迹。唐勇力
由此创造了“剥落法”，以染为主，追求一种陈旧感、时间感，
采用肌理、斑斑驳驳的方式，唐勇力的《敦煌之梦》系列，把
现代人物和有些剥落的壁画形象置于同一画面，使今古时
空发生联系，让我们产生丰富的联想———联想到敦煌、丝绸
之路和中国的历史。我相信，唐勇力沿着写实路线创作，一
定会获得更大的成就。

薛永年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唐勇力的绘画是以 20世纪的写实主义为基础的，然

后又面向古代传统，在古代传统中，他主要选择的不是文
人画，而是汉唐艺术，尤其是唐代壁画的传统。他对汉唐传
统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利用传统的资源去发展现代的人
物画，所以他的绘画不但没有脱离传统，而且又在传统的
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他的绘画在整体面貌、内容方面，有的是画古，有的是
画今，有的则是把古和今、传统和现实、过去和现在，乃至
古人和今人融合在一起，超越了传统绘画那种散点透视、
一段一段组合式的办法。唐勇力的绘画样式，并不是简单
的模仿那样的超越具体时空的样式。当然，他也不是纯粹
的写实的绘画，更不是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里的主题性人物
绘画，而是借鉴了壁画和卷轴画的传统，再把写实与浪漫
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时空语言，能够给人们很大
的艺术想象的空间。他是一位在新时期成长起来的突出的
实力派的画坛精英。

刘曦林 中国美术馆研究员
唐勇力现在正处于一个创造盛期，50多岁，正是一个非

常好的创造时期，人物画的创造盛期是在年轻的时候，从 20
多岁走向盛期一直到 50多岁，以后你对人生的关注还是否敏
感，对形式技法的研究还是否沉潜，特别是一个功成名就的画
家，可能会忙于一系列的创作任务和市场需求，对于唐勇力来
说，坚持中国的传统，进一步升华其艺术格调，是一个继续升
华的课题；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课题，如果把这种思维整理成
一种系统的教案传承下去，在艺术教育上，因材施教，针对不
同的学生，在工笔画这个领域里如何拓展是个大课题。

唐勇力的艺术创作中采用的是意象造型，他的画是具
有意象思维属性的一种工笔重彩。一般说来，工笔特别容
易画得很写实，如果画得非常写实，就过于西方化了，西方
的思维方式过重了。而唐勇力是很有分寸的，他在创作思
维中把中国美学思想介入到自己的艺术表现里面，把现实
和想象沟通起来。

唐勇力，中
央美术学院中
国画学院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
师。全国政协委
员，中央美术学
院学术委员会
常务委员，学位
委员会委员，中
国工笔画学会
副会长，中国艺
术研究院博士
生导师，中国美
术家协会理事。
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

本报记者 董菁

再创唐风 盛世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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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勇力中国画展亮相京城

6 月 30 日至 7 月 9 日，由中华人
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联合
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全国
政协书画室、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美
术馆、中央美术学院联合主办的“再创
唐风———唐勇力中国画作品展”在中
国美术馆举行。展览通过 150 余幅作
品，集中展示了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
学院院长唐勇力教授在中国画继承、
创新、发展方面取得的突出成果以及
作出的杰出贡献。

展览策展人、中国美术馆馆长范
迪安表示，“再创唐风”定名有两个涵
义：其一是与唐勇力姓氏相同，故“再
创”指个人艺术风范的不断进步；其二
是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极为辉煌的一个
时代，而唐勇力对唐代艺术风格多有
继承，所以此定名有在新的历史时期
以个人努力紧随时代发展为中华文化
的伟大复兴作出应有贡献之意。通过
展览可以看到唐勇力之所以能够达到
与同代画坛精英共同推动中国画发展
的高度，乃是他能将他所接受、掌握的
多元文化资源汇集、交融并由此提炼
出属于自己的标志性语言形态而使
然。在近 40 年的时间里，通过不断的
继承、探索、创新，唐勇力形成的个性
化的艺术语言，掌握的学院专业技法，
从而提升传统手法进入现代语境并汇
通中西。

品析《新中国诞生》

在中国美术馆圆厅，以中央气势
恢宏的《新中国诞生》大型主题性创作
最吸引人眼球。周边还有为此幅作品
的出场人物（63 人）所画的 70 余幅素
描全身肖像、30 余幅头像，全景式地
展现了唐勇力先生创作此幅大型力作
的全过程。此外还展出了唐勇力创作
生涯中的主要几大类主题版块：风情
画范畴的《艺取敦煌》、80—90 年代创
作的《研修探索》、以人物写生为主的
《游观造化》系列、以夸张的形式来表
现探索的《人体之美》、以表现古代高
士等人物的《水墨意韵》系列、以北朝
民歌《木兰辞》为题材的《诗中有画》系
列。
在《新中国诞生》中，众多出场人

物一字排开，但并不显得单调、呆板；
在创作中，他既能让每个出场人物都
精神抖擞，又不喧宾夺主。前者画家主
要依据出场人物的职业特征、身份特
征、社会地位、性格特点以及由此推测
出来的其成长环境、生命历程等等种
种因素对其外在形象的影响，而令画
面中每位人物都能显现出生动的个性
化形象和精神面貌，由此增加整体的
“可看性”和“趣味性”；后者则主要依
靠画家积 40 余年之力潜心研究的诸
如以“线性素描”、以“虚染法”、“脱落
法”而“因情敷色”这样的创造性的技

法经验，乃至通过数
量可观的诸如“敦煌
之梦”、“游观自然”
等主题性创作积累
出的丰富的实践经
验，而最终使他达到
了能以“理入影迹”、
“以文载道”的方式，
既突出画面主体人
物，但却并不减弱每
位出场人物形象的
鲜明性。这之中，
“技”与“道”显然已
经达到了完美合一
的程度。此外，飞翔
在镂空窗子以及雕
梁画栋之间的鸽子，
还使得画面有了因
表达了历史的厚度
而使画面显得格外
灿烂。《新中国诞生》
证明了唐勇力个性
化技术手法的提升、
思想境界的升华，必
须依靠、依托大型主
体性创作，即通过如
是的创作让自己在
时代潮流中进行激
烈的思想交锋和艰
苦的实践探索，才能
最终完成较高层次
的文化的、个性化的
突破。

继承与创新

通过展览可以看
到一个重要的学术
意义：20 世纪 80 年
代以后，当大多数青
年画家都在用水墨
材质进行探索、创新
时，唐勇力先生却能
几十年如一日一以
贯之地以“工笔写意
性”和“写意性工笔”
手法进行中国画的发展性探索、创新。
尤其可贵的是，他对敦煌遗产的探索、
研究与继承、发展之中，还包含了他对
中古时期华夷融合的经验的再阐释之
内蕴。事实上，唐勇力在教学与创作中
一贯重视的立足学院“线性素描”训练
基础上的传统技法写生、创意写生以
及将粉彩、岩彩的变化应用升格为虚
染法和脱落法的教学实践到创作实
践，都无不与他立足近百年中国学院
教育成果而对包括敦煌遗产在内的晋
唐两宋的绘画传统的继承、探索与研
究、发展息息相关。
唐勇力早年毕业于河北师大，后

留校任教，1982 年曾于中央美术学院
进修，1984、1985 年考入浙美研究生，

在顾生岳先生麾下主攻工笔人物画，
此后，在浙美、央美任教多年，任教
授、博士生导师等职。在专业探索方
面，他是我国改革开放 30 年在中国
画继承、创新、发展方面作出杰出贡
献的优秀代表。在几十年的教学实践
与艺术创作实践中，他坚持不懈地不
断提高自己专业技能，不断地完善着
自我的文化修养；在自己的艺术实践
中，他善于借鉴、勇于创新，注重在拓
展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中国文化的
优良传统。

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以后的中国美
术发展史中，唐勇力的艺术探索和创
作实践一直与时俱进地与中国社会的
发展和文化发展同步前行，他的艺术

成果不仅凸显着时代的崭新面貌，而
且，他在中国画领域还能耐得下寂寞，
坚持多元而有本的艺术探索，在不同
的发展时期创作出影响同代人的重要
作品，他的创作以思想性和艺术性的
内在统一，体现了当代中国画所达到
的学术高度。作品既深得群众的喜爱，
也深受艺术界的高度关注，而几十年
教书育人和长期参加社会文化活动的
经历，则使他的学术思想早已产生了
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通过展览，人们不
仅可以通过艺术欣赏使心灵得到陶
冶、情感得到升华，而且，还能以个案
研究方式梳理清晰改革开放 30 年以
来的中国画的探索之路及其取得的辉
煌成就。

《蓄势待发图》纸本设色 24cm伊43cm 2012年

《新中国诞生》（局部） 绢本·矿物色 2009年

《童年曲》绢本设色 138cm伊138cm 1995年

《新中国诞生》 绢本·矿物色 200cm伊800cm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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