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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很高兴这本《情在画中》即将与读者明友们见面了。
该书是杨飞云先生的一本评传。
杨飞云是当代最具影响的油画家之一。
他数十年如一日。
坚持“向大师学习”，坚持“寻源问道”的精神感染着千千万万的艺术爱好者。
欣赏他的作品，清新自然的画风就会扑面而来。
而这种画风完全源自于他对这片土地的深深地热爱。
    杨飞云给人第一印象就是待人诚恳，勤奋自勉，颇有长者之风。
一天晚上，我去中国油画院李贵君画室聊天，时间不知不觉地过了三四个小时，当我们走出画室的时
候，已经是将近半夜12点，但对面杨飞云画室依旧灯火通明。
李贵君告诉我。
杨老师几乎每天都这样，在油画院里最后一个关灯休息。
我对李贵君说：“让世界上几乎最懒惰的一个人去写世界上几乎最勤奋的一个人，这本身就是巨大的
挑战，”李责君昕我这么一说，哈哈大笑。
的确，我是一个沉溺书海，不想自拔的人，菲常懒得动笔写作，而杨飞云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艺术
研究院中国油画院院长．中国写实画派的领导者之一，行政事物非常繁忙，但他总是挤出点点滴滴的
时间进行创作，佳作频出。
每一次见到杨飞云，我都感觉他犹如一面镜子一样照见我的懒惰和不思进取。
而这本书也几乎是在他勤勉精神的感召下写成的，是对其艺术人生的真实记录和深入评述。
    读罢该书，你可能会感觉比以往大家熟知的杨飞云的形象更加丰富和立体。
其实，我无意颠覆以往大众传媒体树立起的杨飞云的形象和对其艺术特色的评述．我只是想写出自己
认识和了解的杨飞云。
走进他的生活，你会发现他是一个风趣、幽默、放松的人；他是一个对美全力以赴追求的人；他是一
个在爱与光辉的大海上航行的人；他是一个在艺术上非常勇敢甚至固执的入。
勇于回到源头，走近原点，勇于开拓一个个新的创作领域，勇于为写实艺术大声疾呼⋯⋯，而我所了
解到的杨飞云远远没有穷尽他的艺术人生，要对他进行更深刻地了解，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作
者。
    这是我在私人图书馆里写就的第一本书。
2010年，我私人图书馆建成，我为之起名太白图书馆。
坐捅数万卷藏书，喝着陈年普洱，与杨飞云先生一起“在爱与光辉的大海上航行”，那感觉非常惬意
，我愿读者明友们能够和我一起分享这份惬意。
    这本书的写作和编辑，得到了杨飞云先生的夫人芃芃和其博士研究生常磊先生的巨大帮助。
同时，杨飞云先生的学生，著名画家石良、李贵君、朱春林也对该书予以了鼎力支持，在此，深致谢
忱。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衷心感谢天津杨柳青画社为出皈本书付出的辛勤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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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放，中国太白图书馆长，著名作家、藏书家、艺术评论家、电视节目策划人。
《唯美至上—中国艺术家之最丛书》总策划、总撰稿。
著有多卷本《唯美至上—中国艺术家之最丛书》、《进攻、进攻、再进攻—2006年世界杯永久珍藏版
》、《都云画者痴，谁解其中味》、《画界无疆》、《土地、生命、阳光的印象》等书。
萁中《唯美至上—中国艺术家之最丛书》为目前国内最为畅销的艺术类图书之一。
被誉为“大众叛的中国美术史”。
《进攻、进攻、再进攻—2006年世界杯永久珍藏版》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世界杯力作”，文采飞扬
，让人爱不释手。
作者拥有个人藏书数万册。
广泛涉猎文学、艺术、收藏、社会学、哲学、军事学、体育等诸多领域，为我国最为博学多才青年学
者之一。
为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旅游卫视等各省、市卫视策划电视节目二百余部。
在搜狐网、新浪网、雅昌网、《光明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国商报》、《海峡时报》等报刊
发表各类文章千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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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素 题记：阿依阔勒是沙漠中的一个湖，神秘
而遥远，像是一个传说。
电影《寻找阿依阔勒》是近些年来，我看过的唯一为之落泪的国产电影。
影片大部分都在沙漠里取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两只骆驼，成就了一个故事，女主角薛静月和一
个维吾尔族导游在竭尽了全部心力体力之后。
终于找到了它——阿依阔勒！
那生命绝境中一池湖水的湛蓝。
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寻找。
就在于寻找者到底要寻找到什么？
人生就是一次光荣的冒险，艺术家的冒险更被赋予了美学上的意义。
 油画家杨飞云的父亲毕业于师范学校，多才多艺，在学校里同时教语文、音乐，美术三门课，而且对
美术尤为偏爱，觉得画画是最好的享受。
他的父亲还经常给学校里出板报，画宣传画，有时候还给爷爷、太爷爷画像，画完之后就把画像挂起
来。
当杨飞云和小伙伴们在家里玩的时候，父亲在一角画速写。
就这样，天生喜欢画画的杨飞云小时候受了父亲很深的影响。
 母亲对杨飞云的影响似乎更大：“妈妈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在乡下她是剪窗花的高手。
过年的时候，邻居们都拿各种各样的彩纸请她给剪窗花，她不用打稿子，就能剪出各种各样的花样来
。
妈妈一共生了我们兄弟姐妹五个，我们小时候的玩具都是妈妈亲手做的，什么孙悟空、猪八戒、唐僧
，什么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妈妈真是会施魔法，这些小人在她手里一个个变得栩栩如生，跟小人书上
的没什么区别。
妈妈又是裁缝，经她剪裁的衣服不但合体，而且美观大方。
我们都爱穿妈妈做的衣服，十里八村的人也都喜欢妈妈的手艺，经常会找上门来。
那个年代，爸爸当老师才挣36块钱，养家糊口几乎全靠妈妈的一双巧手。
所以我衷心感谢父母，他们不但生我养我，而且还给了我最早的艺术启蒙，只要一看到我画出好画，
他们就会马上把画挂在墙上。
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开始负责学校的黑板报，一笔一画画得极为认真，生怕画不好，被老师和同学们
笑话。
上中学的时候，我就开始画英雄和领袖，一边画一边感慨，而且生怕自己画得不像，辱没英雄和领袖
。
” 寻找“阿依阔勒”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收获的喜悦，但更多的是苦涩的磨练。
 杨飞云从小在农村长大，家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会让他从心底涌起温情。
想起儿时的时光，想起爷爷和姥爷对他的关爱、管教甚至训斥都觉得特别温馨。
因此，在中央美院搞毕业创作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画农民。
为收集素材，杨飞云去了陕北，从山西太原到壶口过黄河，然后坐公共汽车到了绥德、米脂、嘉县等
几处最具陕北风貌的地方。
他画了许多老人的速写，在阳光下、山坡上、市场里⋯⋯应有尽有，他还画过一堆老人傍晚在场院聊
天的场景。
 就这样在陕北一画就是三个月，当时他很激动，白天出去画写生，晚上回来写创作体会，每天过得很
充实。
把创作体会寄到系里，先生们对杨飞云非常鼓励。
他在当地也画了很多的构图稿子，收土豆、在场院干活、放羊打草，他的热情非常高。
等回到北京，杨飞云就去做了一个两米左右的大框子，当他很有信心地想把自己收集、整理的素材转
移到画布上的时候，就发现自己遇到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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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他从来没有画过这样的画，等到搞毕业创作了，忽然想起要画这样一张画，没有构思、构图、经
营，真不知从何下手。
硬着头皮开始画的时候，他一会儿想画成伦勃朗的效果，一会儿想画成米勒的效果。
想得很高很多，却怎么也不可能做到。
大学四年，杨飞云基本上都是在市内写生，在艺术上的积累和农村的这段生活没有关系，现在一下要
画外光，而且还是这样复杂的场面，他心里真是一点儿底都没有。
 要画的没画好，后来又临时画了一张。
画的是内蒙古布里亚特的傍晚，两个女孩子坐在草车上。
这张画很容易就画出来了，因为杨飞云对内蒙古草原的风景深有体会，当时同学们就说：“老杨画出
了一张好画。
”杨飞云自己也觉得还不错。
这期间还有一个收获，对杨飞云日后创作影响非常大。
当时去陕北写生的时候，杨飞云给米脂文化馆一位年轻音乐教员画过一张肖像。
他是被那女孩的气质所打动了，自发地画了这样一张像。
那是一个很纯净的北方女孩，有农村人的质朴，却又带着点城里人的书卷气。
她的皮肤有点黑里透红，穿着一身黑衣服，更衬托出女孩的朝气。
当时杨飞云画得很激动，他自己也觉得和平日在课堂里面的作业不一样。
记得他还很得意地跟同学夸口：“如果给我最好的模特儿又不计较作画时间的话，我也能画出很好的
画。
”他到了绥德又画了一张类似的肖像。
画的也是一个乡村女教师，画面上她扎着小辫，穿着一件不太人时的白毛衣，坐在农家的小板凳上，
两眼望着天，像在想什么问题。
女孩眼神中有一种神秘感，很有活力。
杨飞云投入了真情实感，画得也很顺。
通过反复品味成功与失败的滋味，杨飞云体悟到如果创作的对象离自己很远，只是在做概念的话，那
永远无法令人感动。
艺术创作其实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随时都要做好失败的准备。
 杨飞云认为，从事艺术创作还必须解决一个心态问题，希望自己不经劳苦而快速出名，成功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他想劝诫那些抱着试一试的幻想的人，如果不曾在创作上努力、花心思，就算得到了一些浮名薄利，
那也是人格分裂，其实自己很痛苦，更何况从概率上说，这样的事多数也难以长久。
 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中期，据杨飞云回忆，他的研究重点主要是文艺复兴早期和十五十六世纪北欧
画家的作品风格。
那个时候，杨飞云对造型更为敏感，对细节更加注重，但绝对不是对细节的死抠，而是着重表达内心
世界的精神性，以期创造形神兼备和充满理想抒情意味的艺术形象。
《小演员》（1984）、《侧面》（1985）、《抱玩具的姑娘》（1986）和《北方姑娘》（1988）是这一
时期杨飞云的代表作。
从这些人物肖像中，杨飞云的个人油画风格渐渐浮出水面：即人物神态内敛、含蓄，动作幅度极小，
在整体上显得简练，于精微处见大义。
 1987年，杨飞云在上海初露锋芒，他的作品《北方姑娘》在全国第一届油画展上获优等奖。
 1989年，中国美术馆举办《油画人体艺术大展》中，围绕两位模特展开的一系列事件更让杨飞云受到
广泛的关注。
那次大展前期，主办人将靳尚谊、杨飞云等人的五幅作品从展厅摘下，其中杨飞云的作品是《十九岁
》。
原因是画中的模特起诉大展的主办人，理由是展览和画册侵犯了她们的肖像权和隐私权。
大展一方面让杨飞云官司缠身，另一方面却创造了较高的参观人数，观展线上的拦绳甚至多次被扯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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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颗仰望艺术的心，才能有一个高的起点。
杨飞云渴望以自己一颗仰望的心、真切的心，去礼赞存在于万物生命中的美质。
这种美质对于杨飞云来讲，就是心中的“阿依阔勒”。
虽然有了人体艺术大展的遭遇，但丝毫没有影响杨飞云对高尚、纯洁、包罗万象的美的追求。
 曾经有这样一位画家，他的室内似乎只有一张木床、一把旧椅，面积小得连身都很难以转开，更别说
画画了，于是大自然就成了他的画室。
他在给弟弟的一封信中说：“我相信总有一天，我能在一个咖啡馆里办画展。
”当同时代的画家在画室里画着悦人眼目的模特，享受着出入名利场的满足时，他在农田里、在烈日
下、在屋之一隅画着他那把陈旧破损的椅子和沽满泥土的鞋子。
没有金钱的利诱，没有家庭的缠累，他孤独寂寞，却过着洁白无瑕的生活。
他就是荷兰伟大的画家——凡高。
他的真诚曾打动了房东的女儿阿德丽娜，她三次无偿地给他做模特儿。
她在回忆中说：“文森特先生一大早就出去，只在中午回来吃一餐饭，十分简单，决不点菜⋯⋯”这
是怎样一个伟大的灵魂，他是快乐的，任何人没有资格去可怜他，他不画画活不了。
杨飞云对凡高推崇倍至。
他告诉我：“有的人也想去学凡高那几笔，但如果根本没有他那种精神力度、人格品质以及强大的绘
画热情，学什么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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