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钰铭
1958 年生，河南

洛阳人。供职于中国
军事博物馆，现为上
海中国画院兼职画
师、中国美协理事。
作品曾获第四届“解
放军文艺大奖”，反法
西斯胜利50周年国际
美展金奖，第八届全
国美展优秀奖，全国
首届人物画展银奖，
首届《国画家》学术
奖，第九届全国美展
铜奖，中国艺术研究
院黄宾虹艺术奖。出
版 有《陈 钰 铭 速 写
集》、《诗意水墨——
陈钰铭》、《中国军旅
美术名家点击——陈
钰铭作品集》、《写意
画家陈钰铭》《21世纪
主流画家人物画创作
丛书——陈钰铭》等。

近些年来，许多画家重新审视现实主
义水墨人物画的发展问题。如何从笔墨上
突破水墨人物造型的欠缺，如何切入社会
现实问题，如何描绘人性的矛盾与真实等，
是摆在画家面前的紧要课题。陈钰铭曾一
度被这些问题围困，经过焦虑、彷徨，决定
直面现实，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刻的思
考和实践。在技法、主题、精神层面上进行
一场持久的突围。

（一）
水墨，人物，现实主义，三大要素都是

不可回避的难题。水墨是工具，人物是表
达主体，现实主义是表现手法，三者相互对
抗又相互依存。

陈钰铭早期的水墨人物画受传统画家
的影响，写意泼墨，大块面晕染。人物面部
也吸收了西方油画的光影素描的方法。如
《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人物刻画精准，体
现出深厚的写实功底。在当时众多同类型
风格和题材的画作中颇有新意。但陈钰铭
自己对这种画法并不满意，他尝试采用表
达性更强，既有写实的绵厚感，又能抵达深
远意境的画法。凯绥·柯勒惠支的铜版画
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绵密的线条，刚劲
的笔法，便于更深刻地表现悲情主题。同
时，受周思聪、刘国辉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影
响，陈钰铭将目光投向了底层人群，关注悲
情、受难、人性的本质等主题，改变了绘画
风格。

观陈钰铭的早期水墨速写作品，往往
被一种强烈地美感和强大的崇高感所渗
透。这种效果的产生有以下几个步骤。第
一，画家对物象的精准把握，抓住真实和本
质。第二，笔墨的内部扩展，注重线条和块
面的张力、弹性和多重修辞效果。第三，画
家的深刻用情，使得线条、结构、画面变成
机的生命整体，笔墨自身产生一种能量，具
有主动诉说的功能。

（二）
水墨速写虽然在审美感官上具有水墨

画的完整性，笔墨、构图、人物性格、主旨等
要素，均自有一种“氛围”或者“气象”。但
画面背后意义的拓展，美感的延伸还有很
大的局限性。如《活佛》《天与地》《微风》，
虽然人物在面部处理带有明显的写意泼墨

加光影写实。但这时已开始注重笔墨的自
主性和内在张力，手指、面部表情的等细部
的精细刻画。西藏人物的内在气质很适合
这一时期的画家表达一种粗粝和苦涩感。
同样是西藏题材，画于1994年的《天边》，陈
钰铭抛弃了色彩，抛开光影对物象的影响，
采用一种干涩的笔法。

在一系列西藏题材上，陈钰铭开始着
手技法上的突破与推进。这一时期笔墨的
灵活性不断加大，《山之巅》《灵魂是风》《走
过萨迦》《天籁》《圣湖》等作品表现出同等
层次的品质。陈钰铭的西藏题材因手法的
超前性，思想主题的深刻性等因素，在众多
同时代画家中无疑是杰出的，但他并不满
足。艺术家会调整目标，在无个性中冒险，
大量地尝试使用一般的材料。1997年画了
两幅大画，即《血祭》、《大河上下》。他把目
光投向了他所熟悉的人物，身边的人物，乡
村、都市、军队、历史等题材，一切皆可入
画。蹲在田边地头想心事的陕北老农，被
现代文明所困惑的都市小市民，部队的小
兵，历史伟人等，都在他的笔下深刻而且生
动。同时还注重历史题材的时代性、现实
题材的厚重感的辩证关系。

（三）
任何一种改革与突破都具有实验性特

征，画家要面临自我的客体化与陌生化，实
验的自由度与叙述的矛盾性等方面的问
题。陈钰铭被这些东西困扰着：焦灼、惶
恐、站在虚空中无所傍依，同时还要面临着
技法、主题、题材、体裁等各方面的变革，更

重要的是一场精神突围。这一时期他笔下
的人物也不自觉地表现出这种情绪来。《圣
湖》《有阳光的草地》，人们神情忧郁、困惑，
不像先前西藏题材作品中的人物那般纯
净、和美、安详。

从根本上说，陈钰铭的大部分作品都
指向一个地方，就是人性。用深刻老练的
笔墨对人物灵魂进行剖析，所有的人物都
是自我的一部分，读者可以从作品的人物
里寻找对应和层次。由于陈钰铭的作品丰
富的笔墨语言，深刻的主题和意境，可阐释
性很强，结构复杂，层次多变，加上太多的
隐喻和暗示，无论是评论者还是读者，第一
是不能偷懒，倘若你偷了懒，你就只能看到
一个表层结构。

传统绘画品藻最精微的部分：人格价
值、精神向往等，画家须在艰苦的探索之后
方能得到更深的体悟。长期以来，陈钰铭
绘画中的笔墨修辞特有的高雅、壮观、悲
切、深奥、繁复等特征，加上超前的主题和
独特的审美角度，其笔墨格调也独具特色。

笔墨修辞是笔墨格调的具体呈现方
式，陈钰铭的笔墨格调总的来说，大气峻
朗，情采密实，苍莽雄劲，偶有嵯峨奇峭之
境。加上涩、老、厚、拙之笔法，其旨意至广
大、尽精微，洞晓情变，有深刻的现实意
义。陈钰铭生于古都洛阳，为深厚的人文
底蕴所浸染，加之他本人纯厚执着的个性，
朴拙刚正的人格，对底层民众的同情，和艺
术家天生的伤情感怀。笔墨格调有非常鲜
明的悲悯和崇高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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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2011年你在艺
术上的收获与成就有哪
些？主要参加的活动展览
有哪些？

陈钰铭：上半年主要
为上海历史文脉创作《血
筑长城——四行仓库保
卫战》。下半年的军博重
大历史题材《唐山大地
震》正在创作中，为鄂尔
多斯东联书画博物馆创
作巨幅作品《春到麻黄
梁》，《十大将》参加建党
九十周年全国美展。《吉
祥之路》参加庆祝西藏和
平解放全国美展。

还参加了第二届“写
意中国展”等 20 多个展
览，被国家画院聘为研究
员，中国画学会常务理事，
被总政评为有突出贡献专
业英才。

记者：2012 年你在
艺术上有什么打算或想
法？或者你的新年寄语
是什么？

陈钰铭：2012 年完
成《唐山大地震》创作，争
取下半年回家乡办汇报
展，静心创作力争创作有
新貌。

新年寄语：用最真诚
最朴素的艺术语言来表
现我们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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