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
程

伟

2025年2月13日 星期四

值班编委值班编委：：史志强史志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杜杜 晶晶 组版组版：：许许 娟娟 视觉视觉：：许许 娟娟 校对校对：：沈沈 艳艳 电话电话：（：（05100510））8172965281729652 Email:Email:153908686153908686@qq.com@qq.com
阳 羡 4 版Yixing Daily

在20世纪中国艺术的浩瀚星河里，吴冠中先生无疑是最为夺目且独特的
存在之一。他的艺术轨迹横跨东西，融合传统与现代，而贯穿其漫长艺术生涯
的，是一条紧紧缠绕着家乡宜兴的情感纽带。

这条纽带，承载着他对故土的眷恋、对往昔的追忆，化作一幅幅震撼人心的
作品，成为中国艺术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作品不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
他内心深处对家乡那份深沉眷恋的生动外显，每一抹色彩、每一道笔触，都诉说
着无尽的乡情。

家乡：艺术灵感的不竭源泉

冠中先生的家乡宜兴市和桥镇（原闸口
乡），地处江南水乡，这里河网交错，四季都
有独特的景致。这片土地不仅自然风光旖
旎，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宜兴作为中国
著名的陶都，制陶工艺源远流长，千年的窑
火孕育了独特的陶瓷文化，民间艺术丰富多
彩，如宜兴丝弦、紫砂壶制作技艺等，都在冠
中先生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冠中先生曾感慨：“艺术的真谛不在远
方，不在异国他乡，而在祖国，在故乡，在我
们共同的家园。”这句话是他艺术理念的核
心，也是他创作灵感的源头。自20世纪60
年代起，家乡就成为他创作的重要主题。据
不完全统计，他以宜兴为题材创作的美术作
品有80多幅，涵盖速写、油画、水彩画、水墨
画、抽象画等多种艺术形式，时间跨度长达

数十年。
早期的《故乡之晨》（1960年，油画），是

他对家乡清晨的细腻捕捉。在这幅作品中，
冠中先生以柔和的暖色调，描绘出晨曦初照
的场景。幽幽的小河蜿蜒穿过集镇，水面上
倒映着岸边的房屋，沉睡的渔船静静地停靠
在河埠边，船头还挂着前一夜的渔网。河埠
上，隐约中可见早起的妇女们正在洗衣、洗
菜。冠中先生用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
将家乡清晨的宁静与生机展现得淋漓尽致，
让人仿佛能闻到泥土的芬芳，感受到清晨的
丝丝凉意。

已知的冠中先生最后一张家乡题材的
水墨画是《自家江山墨里看》（2005年），画
面中弥漫着一种“人渐老，沧桑变”的淡淡乡
愁。此时的冠中先生，历经岁月的洗礼，对
家乡的情感更加深沉。他用简洁而富有韵
味的笔墨，勾勒出家乡的山水轮廓，画面中
的山峦、河流、房屋都被虚化，只剩下一种朦
胧的意境，仿佛是记忆中的家乡，遥远而又
亲切。这幅作品不仅是对家乡景色的描绘，
更是他对人生、对岁月的一种感悟，体现了
他对家乡深深的眷恋和对时光流逝的感慨。

水墨：家乡情感的诗意流淌

水墨作品为中国传统艺术的瑰宝，有着
独特的审美意蕴和文化内涵。冠中先生在
继承传统水墨画技法的基础上，大胆创新，
融入自己的艺术风格，使其成为表达家乡情
感的重要载体。在他的水墨作品中，线条不
再是简单的轮廓勾勒，而是充满了生命力和
情感；色块也不再是单调的填充，而是与线
条相互呼应，形成一种独特的视觉语言。他
将家乡的山水、建筑等元素巧妙地融合在一
起，通过笔墨的浓淡、干湿、疏密变化，展现
出一种淡雅而深邃的意境，让人仿佛置身于
诗意的水乡世界。

1981年创作的《双燕》，是冠中先生水墨
画的经典之作。画面中，简洁的白墙黑瓦构
成了江南水乡特有的建筑风貌。两只燕子在
屋顶上空翩翩飞舞，它们的身姿轻盈灵动，翅
膀划过天空，仿佛带着春天的气息。这两只
燕子不仅是画面的点睛之笔，更是冠中先生
对家乡思念的象征。在传统文化中，燕子常
常被视为吉祥、团圆的象征，它们的归来寓意
着游子的归乡。冠中先生通过描绘燕子，表
达了自己对家乡的深深眷恋和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每当看到这幅画，观者仿佛能听到燕
子的呢喃，感受到家乡的温暖与亲切。

同年创作的水墨画《故乡池塘》，同样充
满了诗意。冠中先生以简洁而有力的线条，
勾勒出池塘的轮廓，池塘边的芦苇用淡墨轻
轻点染，随风摇曳。画面中没有过多的细节
描绘，但通过笔墨的运用，营造出一种宁静、
和谐的氛围，仿佛在诉说着家乡的历史与故
事。观者仿佛能听到池塘里的蛙鸣，看到蜻
蜓在荷叶间飞舞，感受到水乡生活的惬意与
美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冠中先生的水墨画创
作逐渐向抽象化发展。在新世纪前后，他创
作了大量的抽象水墨画，其中不乏有关家乡
的作品，如《黑白故里》（1992年）、《吴家作
坊》（1992年）、《自家风景》（1993年）、《故
园》（2001年）、《彩色家园》（2002年）等。在
这些作品中，冠中先生超越了点、线、块、面
的传统框定，将这些元素融入自己的血液与
梦中，凭借着对故土的深情厚意，挥洒出一
幅幅充满情感的作品。

《黑白故里》中，黑白两色的强烈对比，

营造出一种神秘而又深沉的氛围。画面中，
黑色的部分如浓重的夜色，包裹着白色的房
屋、小路，仿佛在诉说着家乡的过去与现
在。白色的区域像是记忆中的光亮，照亮了
那些被岁月尘封的往事。这幅作品没有具
体的形象描绘，但却通过黑白的对比，让观
者感受到家乡的沧桑变迁和历史的厚重感。

《故园》《彩色家园》画面以简洁抽象的
形式呈现，通过不同形状和大小的色块构
建。黑色块占据较大面积，象征着房屋的轮
廓或阴影部分，勾勒出家园建筑的大致形
态。白色块穿插其中，如同房屋的墙面或空
白区域，与黑色块形成对比，营造出空间
感。色彩上，除黑、白色外，还运用了鲜艳的
黄、绿、红等色彩。这些亮色可能代表着家
园中的一些鲜活元素，并为画面增添生机与
活力。色彩的分布并非均匀，而是通过大
小、位置的变化形成节奏感，使画面富有视
觉吸引力。作品虽以抽象形式展现，但依然
能传达出对家园的情感。通过色彩与形态
的组合，引发观者对家园温馨、美好的联想，
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家园的眷恋和对生活
的热爱之情。

油画：家乡景致的斑斓铺展

除了水墨画，冠中先生还擅长运用油画
来述说对家乡的情感。他将西方油画丰富
的色彩和细腻的表现手法，与中国传统绘画
的意境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
他的油作品中，色彩鲜艳而不失典雅，笔触
细腻而富有张力，将家乡的自然风光和人文
景观展现得淋漓尽致。

《忆故乡》（1996年）这幅油画，再次展
现了冠中先生对家乡水乡的独特感受。画
面中，一条小河的水面波光粼粼，自上而下
贯穿画面，远处是小桥，两岸是民居，冠中先
生在其“画外文思”中说：“并非黄河之水，却
是一条小河天上来，这条家乡的小河，祖辈
的小河，流进游子的心脏，永不枯竭。”

1996年创作的《嘈嘈皆乡音》，则通过
描绘生动的生活场景，展现家乡的热闹与亲
切。画面中，主体是大片的鹅群，远处是人
物，不知是儿童，还是来客，整个画面充满了
生活的气息。冠中先生在“画外文思”中写
道：“白发满头归故园，儿童围集向来客，引
得鹅群都扑来，不知是欢迎或追逐，嘈嘈之
声皆乡音。”这段文字与画面相得益彰，进一
步表达了他对家乡深深的眷恋和对乡情的
珍视。观者仿佛能听到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鹅群的叫声以及那熟悉的乡音，感受到家乡
的温暖与热情。冠中先生早在 1992 年、
1993年就分别画过以鹅群为主体的水墨
画、油画，他直接将画命名为《乡音》。

已知的冠中先生有关家乡题材的最后
一张油画，是画于2003年的《童年》。画面
以江南水乡为背景，中央是一条宽阔的河
道，水面平静，给人宁静之感。河道两侧是
错落有致的房屋，白墙黑瓦。画面上方有
几只飞燕，增添了灵动气息。整体色调以
黑白灰为主，简洁而富有层次感。白色的
墙面、黑色的屋顶与灰色的水面相互映衬，
营造出淡雅、古朴的氛围。少许亮色的点
缀，如房屋上的红色等，为画面增添了一丝
活力。冠中先生将此作品命名为《童年》，
寄托了画家对童年时光的回忆与眷恋。江
南水乡的场景，是其童年生活的地方，宁静
的水道、古朴的房屋，唤起人们对过去纯真
岁月的怀念。

家乡印记：自然与人文的交融共生

冠中先生的作品中，家乡的印记无处不
在。这些印记既包括宜兴的自然风光，也涵
盖当地的人文风貌，它们相互交织，构成了
他艺术风格的核心。

在自然风光的描绘上，冠中先生对宜兴
的山峦叠翠、水乡旖旎情有独钟。1980年
的《太湖》，用灵动的线条勾勒出太湖波光粼
粼的壮丽景色。画面中，湖水一望无际，与

天空相连，湖面上点缀着点点远帆。他通过
对太湖的描绘，赋予了家乡自然风光新的生
机与意涵，让观者仿佛能感受到湖面上的微
风，听到湖水拍打着岸边的声音，沉醉于那
如诗如画的景致之中。

1981年创作的《溶洞》，以大写意的笔
触描绘了怪石嶙峋的溶洞景观。画面中，灰
色的线条勾勒出溶洞的轮廓，白色的色块表
现出岩石的质感和光影变化。溶洞内的钟
乳石形态各异，有的像倒挂的竹笋，有的像
奔腾的骏马，有的像慈祥的老人。冠中先生
通过大胆的笔墨运用，展现了大自然的鬼斧
神工，让观者仿佛置身于神秘的溶洞世界，
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与壮美。

在人文风貌的追忆方面，冠中先生的作
品同样充满了深情。1988年创作的《闹人
春色谁家院》，以简洁流畅的线条和淡雅的
水墨，勾勒出家乡的古朴与宁静。画面中，
一座古老的宅院坐落在绿树丛中，白墙黑
瓦，显得古朴而典雅。宅院里，几株桃花盛
开，粉色的花瓣在微风中露出围墙，给宁静
的画面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宅院前的
石板路蜿蜒曲折，仿佛在诉说着家乡的历史
与传说。观者仿佛能看到当年宅院里的人
们在桃树下品茶聊天的场景，感受到家乡的
宁静与祥和。

1994年的《消失的巷》，则通过对一条
斑驳小巷的描绘，透露出一种淡淡的忧伤与
对未来的沉思。画面中，小巷的墙壁已经斑
驳，砖块的颜色深浅不一，仿佛在诉说着岁
月的沧桑。冠中先生通过对小巷的描绘，表
达了对家乡变迁的感慨和对未来的忧虑。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许多古老的建筑和小巷
逐渐消失，冠中先生用画笔记录下这些即将
消逝的记忆，希望人们能够珍惜家乡的历史
文化，留住那份浓浓的乡愁。冠中先生
1981年来宜兴写生时，曾画过一张油画《故
乡小巷》，同年又用水墨画了一张《故乡小
巷》，而这张《消失的巷》则是在听说那条“小
巷”被拆后再画的，可想而知，冠中先生对家
乡这条“小巷”感情之深。冠中先生在其散
文《静巷》中写道：“这个小巷在我的故乡宜
兴，五十年代末我曾画过，但返京后发现画
面似乎像来自郁脱利罗的巴黎小巷，心里不
舒服了。八十年代初重来宜兴，特意又找到
这条安然无恙的小巷，我从巷口到巷里出出
进进往返组织画面，用自己的眼来吻故乡的
墙，自己的脚印留在小石子路上。”

家乡情怀的升华与永恒

冠中先生的作品，不仅仅是对家乡风貌
的描绘，更是对家乡情怀的深情抒发。他将
自己对家乡的热爱、思念、眷恋等情感融入
每一幅作品中，使其成为一种情感的载体。
在他的笔下，家乡的情感得到了升华与释
放，每一幅作品都仿佛是一首献给家乡的赞
歌，让人在欣赏之余，也能感受到那份深藏
于心的思乡之情。

他的作品引起了人们内心深处的共鸣，
无论是那些远离家乡的游子，还是对家乡有
着深厚情感的人们，都能从他的作品中找到
自己的影子。那份对过往的深切怀念与对
故乡的无尽眷恋，在他的笔下得到了淋漓尽
致的展现。冠中先生的画笔，是家乡情感的
延伸与绽放。他以画笔为媒介，将那片熟悉
土地的风貌与内心深处的情感糅合，使观者
在凝视作品之际，能深切体会到他对故乡那
份缠绵悱恻的爱。

冠中先生画笔下的家乡情愫，是他艺术
生涯中最动人的篇章之一。他用一生的时
间，描绘着家乡的山水、人文，抒发着对家乡
的深深眷恋。他的作品不仅是艺术的杰作，
更是一部关于家乡的情感史诗，将永远铭刻
在中国艺术的历史长河中，激励着后人不断
追寻那份对家乡的热爱与深情。我们有理
由相信，冠中先生的艺术风格和家乡情怀也
将继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成为他
们创作的灵感源泉和精神支柱，让那份对家
乡的眷恋之情在艺术的世界里永恒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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