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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禹光：向心求法
□石秀

林禹光先生原名林国光。在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他的绘画、他的睿智以及他生存、做事的能力
颇受美术圈里人们的赞许。

1972年，他创作了纪念二七大罢工的大幅历史
油画作品《京广铁路总工会成立》。这是一幅典型的
苏俄式现实主义佳作。它再现了当年发生在郑州
的震撼中外的历史场景。宏大的场面、沸腾的激情，
以及作品制作的技术、各种关系的处理，令观赏者
叹服。这幅画创作于文革时期，却没有那个时期的
假、大、空和红、光、亮。当年他那种严肃的创作态
度和对待艺术的真诚，让人至今难以忘怀。创作此
画那年，林先生不到30岁。

随着改革开放，各种西方艺术思潮滚滚涌入中
国，林先生被那个时代的兴奋和躁动所感染，放弃

了新闻界优越的职业，选择了走出国门开阔眼界的
道路。1988年，他去了新西兰。随后，有了周游列
国视野不断开阔的 8年，这对于他后来回到故乡，
根据多年的观察思考开始探索寻找他所希望的融
汇中西绘画语言的新语境，无疑起了很大作用。

在这个绘画探索过程中，林先生着力解决一
个看似简单其实异常艰难的问题，那就是由物理
的表现外部世界向自己内心世界问道求法的转
变，由不自觉的盲动到自觉的追求。这是一个兴
奋、沮丧、困顿、煎熬与坚持的痛苦历程。回国9年
后，他出了一本画册，命名为《向心求法》。从这本
画册里，可以看到他数十年绘画的演变，以及近些
年从中国传统绘画中吸取营养由写实向意象转变
的历程。

这期间他创作了以雪为题材的系列作品。
雪，似乎毫无生机的黑白世界，在他眼里却美到这
般境地：“它冰冷肌肤和感官，却也净化心灵，清除
贪欲。它抹去五颜六色，却也掩盖大红大绿之类
过于强烈的刺激。它堆积大片单调洁白，却又裸
露小块纷乱繁杂，呈现韵味十足的对比。它即将
消融，却又残留些许，在它滋润过的发黑的大地，
装点耀眼的亮丽。”有这样的感受和情怀，难怪他
那批雪景画得异常动人。

近几年，林禹光先生的艺术轨迹又有转变。受
郑州尚古艺术公司邀请，与该公司合作，他投入了中
国古代历史题材绘画的创作。作为名将之后，林禹
光先生因身世的特殊，对历史和战争有着特别的关
注。对战争与个体生命的关系以及战争的壮烈和残
酷，具有深刻的思考和感怀。2010年，他创作了巨幅

作品《一将功成万骨枯》，引起不同社会群体的一致好
评。

这幅画的绘制再一次展示了他驾驭大场面与
众多人物的能力。在这幅作品中，他并非简单地
再现汉代汉军与匈奴某次战争的场景，而是怀着
极其悲愤的心情表达了他对那些战死沙场的生命
的哀悼以及对战争的控诉。

继这幅画作之后，2011年林禹光先生又创作
了巨幅历史画《盟誓》。林禹光先生用他的绘画又
一次阐述了他对生命的爱怜和对和平的赞颂。同
年，他还创作了历史画《苏武牧羊》。这幅画避免了
自古以来对这一题材概念化程式化的表现形式，刻
画了一个更真实的历史人物。在我看来，可以说画
的也是画家自己。因为在这个人物身上我分明读
到我的这位老师几十年来叠加给我的印象：忠诚，
坚韧，信念恒定，孤独深沉。

目前，他正在和王国勇合作创作《流离失
所》。这也是一幅人物多场面大的油画，表现汉代
连年战乱百姓流离失所的情景。这幅画虽然尚在
调整阶段，但是从场面、构图、形象和色调上已经
看得出它又将是一幅颇具匠心的力作。

林禹光先生已经年过花甲，然而他竟在近
几年内画出这样一批令人惊讶的巨幅作品，这
使我想起前几年一位美术评论家和他笔谈时说
过的一句话：“在我看来，今天的你可能真正进
入开端，大器晚成的人必定有其自身的逻辑，我
坚信你未来的前景会有独特的魅力。”在此，我
以学生的身份预祝他在今后的创作中获得更多
成功。 （作者为郑州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一将功成万骨枯》《一将功成万骨枯》布面油画布面油画240cm×495cm240cm×495cm 林禹光林禹光20102010年年

《流离失所》《流离失所》布面油画布面油画220cm×750cm220cm×750cm 林禹光林禹光 王国勇王国勇 20112011年年

《苏武牧羊》《苏武牧羊》布面油画布面油画200cm×150cm200cm×150cm 林禹光林禹光 20112011年年

林禹光，职业油画家，原名林国光，1945年生于四川，
祖籍洛阳。早年在报社任美术编辑。1988年移居新西兰。
2000年海归郑州，先后受聘担任中州大学客座教授、河南省
书画院特聘画家。2005年北漂京城，为北京798艺术园区
在3画廊签约画家。2009年后为河南尚古艺术产业有限公
司签约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