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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大梦谁先觉 平生我自知

新宇虎背熊腰，站
在那里可以挡风，躺
在那里可以作枕，穿
上西装，戴上墨镜，插
上耳麦，那就是“私家
保镖”的范儿。新宇
对他的体格和身板都
充满自信，他的画册

《大梦无边》扉页的照
片就是他的一个高大
威猛的背影。

《梦夜太行》220cm×190cm 2011年

《我在太行山上想念梵高》100cm×200cm 2011年

《乡野梦境》100cm×200cm 2011年

野腔无调 代言家乡
新宇出生在虞城县的一个叫孟庄的小村庄，就像高更执著于

布列塔尼乡村的牧歌情趣以及淳朴的农夫与渔夫们的生活状态，
新宇对家乡孟庄及这里的每寸土地、一草一木一样着迷。

他的很多作品都在为家乡代言，如他早期的《孟庄》系列、《梦
回孟庄》系列、《野腔无调》系列、《图记孟庄》等，使这个名不见经传
的小村庄冲出省城视野，走向全国舞台。在新宇的超强推广下，甚
至于有望成为新农村的样板。

现在由于忙着参加各种展览、出外写生，新宇很少回孟庄，只
有夜深人静之时才能与这个永远的“梦中情人”温存一番。

每每走进日益繁华的都市，被钢筋水泥噪音所包围，被快节奏
和物质欲所左右，新宇就又开始“怀念孟庄”，怀念故乡的蓝天、白
云、明月、清风、碧波涟漪、茂密树林、错落庄稼、静谧村庄，怀念一
种自由而朴素的生活方式。

除了用作品为家乡做免费的宣传之外，新宇还用另一个梦来
“支援家乡建设”：如他的《梦游孟庄》系列，梦中的村庄有了高天流
云，有了夕阳满山；贫瘠的家乡也有了小桥流水，也有了草长莺飞。

“梦游”完孟庄之后，新宇一发不可收拾，甚至开始“大梦无
边”起来，推出一连串的“梦系列”：如他的《乡野梦境》系列：翠幕
烟绡藏不得，浅草才能没马蹄；如他的《大梦无边》系列：昼出耘
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如他的《秋梦太行》：秋丛饶舍似陶
家，梦里花落知多少；如他的《梦游太行》：相看未用伤迟暮, 别有
池塘一种幽。

酒满敬人 侠客之风
因为体格好，所以很能喝，至今我还没见新宇醉过。
我们商丘人原来很贫穷，家里来了客人生怕客人喝不好，用烟

盒在玻璃杯旁立正、稍息、卧倒倒酒连番轰炸，敬仨、碰仨、玩仨车
轮大战，不胜酒力者一个回合下来就找不着北啦，即便海量者也经
不住如此这般阵势，所以我们也便落下个“酒风不好”的恶名。

但新宇酒风很正，不仅往往“酒满敬人”，也从不死皮赖脸劝
酒——只要感情有，喝啥都是酒。

有次一位老板请吃饭，找了很多人陪他，新宇有点受宠若惊，
就先干了三个，向大家敬了一圈。他的这种“挑衅”态度激起了大
家的无穷斗志，大家开始“礼尚往来”，敬酒词更是五花八门，什么

“万水千山总是情，咱俩喝个行不行”，什么“五魁首、六六顺、七仙
女、八抬轿、九九久、全家好”等等，反正到后来，别人还没走到跟
前，新宇就“先喝为敬”了，有人竟也赖皮说“怎么是空杯，倒上再
喝”。那天幸亏喝的是茅台，酒后新宇又让我送他去火车站，他要
赶回巩义继续写生。

如果从“酒风看作风，酒品看人品，酒量看胆量”，新宇绝对“作
风够硬，人品够正，胆量够盛”。

他底气足，因为他底盘大。
新宇有侠者之气，有李白《侠客行》“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的赵客之风。

艺坛黑马 崭露头角
新宇为人实在，对待朋友从不藏奸。凡给他帮过忙、出过力的

人都从他那里别了个一张两张，那虽然也是他一笔一划的辛苦结
晶，现在拿出去都能兑现，但新宇把它当成另一种形式的宣传。

在新宇身上还发生过作品被盗事件,那是2006年新宇在商丘
举办《野腔无调：孟新宇油画个展》,展览期间 6幅精品被人窃去。
事后有人劝新宇报案,新宇却说：“拿去我的画说明是喜欢我的画，

也算有个去处,何必追究？”其大大咧咧、实在之人、宽厚之心可见
一斑。

河大艺术学院的杨海峰有次去新宇的工作室，看了他的一幅
新作，甚是喜爱，新宇倒也善解人意：“兄弟喜欢，拿回去玩吧！”当
时海峰有点错愕，以为是开玩笑呢。新宇见他将信将疑，就一本正
经地说：“今天就可以拿走，现在就可以打包。”海峰喜出望外，收拾
收拾就要扛走，新宇却补充道：“给我画幅肖像呗，不能太小！”

海峰回忆说当时有点半蒙——“18精不过20的”，这话一点都
不假！姜还是老的辣，颠扑不灭！

我发现新宇“狡猾狡猾地”还有他手里放着自己不同时期的代
表作品。我问他“你不是有的已经送人了吗？”他私下里跟我说，那
大多都是一些写生的东西，虽然生动，但总会有些缺陷，虽说送人
的是“复制品”，但那是在写生作品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应该说比
原作还要精。

新宇的这一手关键时候真派上了用场。
去年在举世瞩目的上海世博会上举办了中国美术作品展，199

幅展览作品中有28幅油画作品，新宇的《黑马》成为河南省唯一受
邀的油画作品，他也是本次展览中最年轻的油画家，与许江，杨飞
云等油画翘楚并肩。

看到这幅作品标签的人都知道，新宇的这幅作品前前后后创
作了三年，“画这幅画的时候真的是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那
时的状态就像是打架打红了眼一样。当时画得很下工夫，很吃力，
画过之后并没有感觉出它的好，也可能是因为太频繁地修改，感觉
已经‘疲’了，而且那张画，画画改改用了两年时间，之后就压了一
年多，没有再管过它。”后来新宇在北京办画展需要出书，拍反转片
的时候才翻出来这张压在最里面的《黑马》，当时看到这幅画感觉
还真不错，而且印出书后效果也很好，似乎有一种神秘力量在画中
体现了出来。

2008年，新宇携《黑马》参加了“第三届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
年展”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这次上海世博会展出的其实是新宇
的《黑马》“复制品”，因为调动中国美术馆藏品非常麻烦，展览时间
又紧，就向新宇求助，新宇槱柴有道，给中国美协说他画室里还有
一幅《黑马》，比中国美术馆收藏的那幅还大还好。这不，关键时候
显身手。

兼收并蓄 化为己用
新宇一年有大半年都在外面写生，尤其是太行山，哪一年

他都要去好几趟，一趟就是个把月。其实哪里是“写生”，早就
写熟了，但他还是闲不下来，像个农民一样在画布上耕耘，“晒
得非常黑，比农民还农民呢”，画画对他来说就像吃饭喝水一样
重要了。

他曾夫子自道：“我觉得画画就像农民种地一样，每天犁犁、翻
翻，侍弄好自己的庄稼，心里就安稳。不画心里就空落落的……画
画那么多年感觉最深的就是，画画是一个掏心窝子的事，一定要把
自己掏心窝子的‘话’说出来，想表达的意思表达出来才痛快。”

新宇在艺术上有着超强的消化能力：在笔法上，他借鉴中国传
统山水的皴擦之法和书法里的笔意，每一笔抑扬顿挫都有渊源；在
形式上，他把中国传统绘画里的造境和形式（横批、卷轴、几条屏）等
化为己用；在装裱上，新宇也匠心独运，“小油画大装裱”、笔记印章
弄在画框上等，都是他的原创，你还别说，效果还真的不赖，使他作
品的本土特征和个性特质从内蕴到外延都得到了放大，把“雅”走到
了一种极致，再越雷池一步就成民间玻璃画了，这等尺寸还真让新
宇控制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