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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陈文骥在当代艺术中的价值，需要将陈文骥放入 90 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日益远离绘

画本体、走向政治与商业的大背景中来观察。虽然，陈文骥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就已成名，

作为中国当代学院出身的现代主义画家而引人注目，但陈文骥从来就不把自己的艺术作为政

治、商业或其它外在于艺术的事物的附庸。对于陈文骥来说，绘画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份，

他在此找到了个人存在的价值和生活的快乐，确切地说，绘画对于陈文骥，是作为一种态度

而非作为一种技术，他以自己对于绘画的质朴理解，将绘画作为记录个人心路历程的方式，

表现现实世界的内在活力和力量。这是一种以沉静内敛为特征的视觉的力量。陈文骥的价值

在于他在某一具体的空间和抽象的时间中表现情感而非图解社会。 
 
陈文骥的作品具有发散的特征，他总是追随自己的感受去选择绘画表现的题材与方法，在他

那里，方法是随着他的内心表达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对象的选取和组合也是由此决定的。

他不象有些画家，始终沉浸在对自我形象和油画技术的迷恋之中，将所有的题材和技术都化

为对自我的重复性展示，从而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某种工业性批量生产的可疑倾向。 
 
1986 年 7 月，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陈文骥画出了他人生的第一幅油画并且获奖，从而揭

开了他的真正的艺术人生，在此之前的学习过程中，他更多地是体会前人的优异，品味大师

的奥秘。而在此之后，他以少年时期就形成的特有的执着和投入，逐步展开了个性化的艺术

之旅，在无意中冲击了当时画坛的标准化。陈文骥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从来不把自己当作一

个油画家，他并不在意人们以油画的眼光去观赏他的作品，他不想使自己的绘画“太油画”，
他也不在意作品的最后效果和某种固定的格式，他陶醉于绘画的过程，无论这一过程是否能

使他从现实生活的烦恼中解脱。 
 
20 年来，陈文骥的作品始终保持着对现实的抽象的疏离。陈文骥画中的世界总是和他不断

摆脱现实生活的自然再现有关，虽然他的作品具有非常真实的事物形象，但他所描绘的决不

是具体的生活场景，而是经过他的思考与过滤的现实世界。陈文骥始终在感性世界中寻找自

己的艺术基础，他或许能超越这个基础，但决不会脱离它，他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艺

术独特性，在有限的空间和物像中阐释了现实的真实性。 
 
对于陈文骥来说，形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抽象的复杂思想的载体，虽然陈文骥不能用明确的

语言文字对此加以表述，但他却在凝固的形象中无声地呈现了现实世界的内在本质和隐蔽的

秩序。构成这一切的可能性，正是来自于陈文骥与众不同的敏感，不仅有形式的敏感，还有

他远距离的冷静观察所获得的对人性的敏感。你可以不喜欢陈文骥的作品，但你无法拒绝和

躲避他的作品，因为他以高度的冷静和质朴的表达获得了艺术中最为可贵的简单与明确。 
我认为艺术就是艺术家对于过去的记忆，对于现实的透析和对于未来的揭示，这只有那些不

囿于成见敢于冒险的艺术家才能够探索它，勇敢是想象力的催生素，是艺术家个性形成的前

提，对于陈文骥来说，重要的是让我们进入他的画面，而不是用我们习以为常的方式理解他

的绘画。 
 
材料与技法，对于艺术并不重要，但是对于艺术家很重要，因为这是决定艺术家表达效果的

桥梁。对于陈文骥来说，材料和技法是他十分关注的，但最终他将自己的感受能否充分地表

达作为他的作品是否完成的衡量指标。他并不喜欢自己的作品成为中产阶级客厅的炫耀物，

一如某些人将名牌商品的标牌显示在他人面前，所以他从来不将自己的艺术成为固化的符号、

风格与模式，总是忠诚于自己的内心感受而非外在的各种诱惑。 



 
陈文骥不是一个以社会重大主题和文学情节表现见长的画家，毋宁说，他是一个专注绘画语

言魅力、尊重自己的绘画性感觉的抒情画家。在他的作品中，有对油画艺术历史的尊重、领

悟绘画语言变化的敏感，他努力学习中国早期油画家那种广阔的文化修养，使自己的作品有

较多的历史文脉气息。但他独特的冷静气质和独思习惯，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理性的严谨，

并且提供了有关世界和存在的哲学阐释的话语空间。 
 
陈文骥的作品质朴而令人过目不忘，他将一种简洁的特性注入到画面中，他在真实的事物和

它的反映之间建立了可以穿越的边界。他以广阔的色彩背景暗示了现代主义的抽象性，并且

将我们熟悉的景象与事物置入一个陌生化的环境，以冷静甚至有些冷酷的符号化场景，表达

了一种人与环境间的紧张关系。 
 
波普艺术家强调用强烈的印象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很多艺术家运用鲜明的符号、摄影和其

它商业性手段来创造与观众的交流，目的是为了加速他们的成功。是用个人的绘画的表达方

式还是用外部世界的符号和象征？陈文骥决定用自我的内心感受作为基础，以个人的绘画方

式来表达自我对外部世界的体验，他赋予了事物以静物的形式，从而给了这些沉默的形象以

无声的精神力量，这使得他的作品在平和的外表下具有内的精神的张力，而在不动声色的空

间中将形体的抽象与意义的模糊组成一幅失重的风景，展现出静止的生命。 
 
陈文骥的作品既不是现实事物的镜面式的反映，也不是事物本身，只能说，是陈文骥对事物

的认识，它们是陈文骥对事物进行精神加工过后的产物，一种艺术家思考与行动的痕迹。陈

文骥的作品摆脱了传统写实艺术与波普艺术的束缚，它是一种新的艺术，一种对内省和冷峻

的尊敬。 
 
令我感兴趣的是，陈文骥是如何学会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来消除内心的不安，同时又没有牺牲

绘画的熟练技巧呢？陈文骥显然是一位有着高度的绘画自觉性的画家，他对现代思潮的敏感

性能够与自己对于内在的真实性的感受保持关联。他将自己的精神全力倾注在画面上，而小

心地避免用自己的生活中的琐碎感受来分散观众的注意力。这显示出陈文骥在绘画中坚定的

观点所带来的风格的持续性以及不断提供给观众的新鲜感。 
 
陈文骥的艺术体现了现代主义与中国学院教育的内在联系，即使我们不去讨论那些十分成功

的中国当代艺术家都是出身于美术学院，那些在今天最为活跃的青年艺术家，也都受益于学

院提供的人文传统的薰陶和架上绘画的训练。重要的是，学院应该在当代艺术的发展中，成

为提供学术传统和人文思想的基地，并且保持着对于艺术的敬重和学术标准的尊严，正是这

一点，能够使我们确立中国当代艺术的独立性，使之在西方艺术的强势影响下获得发展的自

信。如同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收藏品馆长巴尔所说：“学派或者是传统的独立性正是从精

神上和根源上将这些画家与其他所有的自学而成的艺术家区别开来。” 
 
十年前，我在一篇有关任小林的评论中曾谈及毕沙罗对他的影响，现在看来，中国当代艺术

仍然缺少这种专注于绘画本身具有敬业精神的职业画家，所谓职业画家不是指以绘画谋生，

而是指这样一些人，他们将绘画视为自己人生的当然之事，也可以说是一种使命，倾其一生

在画布上，期待着在不懈地努力劳作中，得以一窥自然与造化的神奇。毕沙罗及其同时代的

画家，对艺术有执着的追求、踏实的研究，对绘画语言革新有强烈的愿望，代表着 19 世纪

画家的理想。艺术史上，有些画家向当时的社会提出问题，另外的一些画家向艺术传统提出

问题，他们都是令人尊敬的画家。陈文骥的艺术虽然在更为隐蔽的层面，揭示了生存的意义，

但他更为绘画的魅力及其悠远丰富的历史所深深地激动，渴望着学习、理解并有所贡献。他

知道这条路艰难而又漫长，他准备着付出，在陈文骥的作品中，我看不到急功近利的江湖习

气以及市场浮躁情境下的粗制滥造。陈文骥以其 20 年来的持续努力，确立了他在中国当代



艺术中的独特价值，并且给那些即将进入绘画这个行当的青年人提供了一条清晰的道路，这

是陈文骥自己踩出来的并不宽阔的小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将会看到更多激动人心的奇异

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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