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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蔡亮先生离开我们已15个年头。
当油画系的老师们一起怀旧溯往之时，当司徒等老朋友远来相聚之时，我们都会想起他。
尤其在近两年参加全国重大题材创作的过程中，我们更是常常惦念着他。
去年3月至6月，我们几个人集体创作《一九三七·十二·南京》的时候，边画边海阔天空地聊。
画室一旁的大板上钉着德拉克洛瓦、列宾的绘画，其中也有蔡老的《延安火炬》。
我们的话题，绕着美术史中的大师们，也常绕着蔡老。
在所绘制的画面上，大片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中，我们设计了一位老班长似的人物，他与另一位战士
相靠着，没有倒下，成为全画的一个视点。
他的怀里，正抱着一个小战士的尸体，仿佛生前最后一刻，老班长正叮嘱着小战士别害怕。
屠杀在此时，在凶残和死亡之外，刻画着一种人性的依偎。
这种设计正是源于蔡老。
在绘画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始终想着他，想着蔡老和他的绘画所曾经给予我们的某种人生与生命的理
解。
老班长的形象中依稀流露着蔡老的音容笑貌，那被岁月洗去铅华之后，又渐渐隐现出来的某种神情。
如果说这幅画中有着不期而至的与前辈的对话，其中最多的就是蔡老。
关于他的追怀如此频繁，又如此集中地伴着我们的绘画，却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美术的历史中从来贯穿着两条线，一条是艺术作品所反映的大历史的线索。
把握这一线索，我们得以认识历史，切近那一个个时代的真相。
另一条是艺术作品自身所构成的历史线索。
这种历史线索往往超越特定的大历史框架，在人性隐秘的深处，勾连起最为深刻的心灵踪迹。
追寻这一踪迹，我们串联起一个个创造者的灵魂，从而与不同时代的精神世界相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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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蔡亮先生是中国老一辈著名油画家，他一生长达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一直孜孜不倦进行艺术创作
和探求，留下了丰富的艺术作品，今年是蔡亮先生去世15周年，《历史与追怀：蔡亮艺术文献》收录
了其诸多艺术文献，以纪念蔡亮先生及其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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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关涉到蔡亮历史画创作构思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古典主义和写实主义的关系。
徐悲鸿的绘画通常被说成是中国写实主义艺术风格的代表，这主要是根据中国近代美术发展的特殊语
境而提出的一种说法。
近代中国美术的革命，首先是要解决科学再现的问题，相对于中国古典文人画的写意传统，徐悲鸿从
法国接受来的学院古典主义倒确实是起到了把客观和科学的写实精神带入到中国艺术中的作用。
学院古典主义艺术的主要创作类型是历史画，所以，徐悲鸿的写实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与历史的主题和
历史的再现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
19世纪中晚期的欧洲，这种源自历史画的古典写实概念是受到了来自库尔贝、米勒和马奈等为代表的
写实主义画家的挑战，这些画家是站在反历史画的立场上，形成一种客观的和中性化的视觉体验实证
记录式的艺术表达的，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消解绘画的文学性，不再试图构架画面的故事情节，
在这一点上，他们也受到了来自摄影的影响，即把一种所谓的“题材平等主义”主张引入到创作中，
不再区分描绘对象的主次轻重。
这种视觉的写实主义导致了西方现代绘画观念的深刻变革，也对那些极力维护学院历史画的古典主义
传统的艺术家造成了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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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与追怀(蔡亮艺术文献)》是由吉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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