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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忠平 1954 年生於安徽省五河
縣，從小便癡迷繪畫的他，在小

小縣城通過自學不斷摸索繪畫之路。

20歲作品入全國美展
1974年，我國舉辦建國25周年全國
美術作品展，面向全國甄選優秀繪畫
作品。得知這一消息後，武忠平以家
鄉淮河的時代風貌為題材創作了版畫
《淮河新春》，經過層層選拔後被安
徽省選送至中央，並成功入選「建國
25周年全國美術作品展」。「這幅作
品打磨了幾個月，其間得到不少有經
驗老師的輔導。」不僅如此，武忠平
的作品隨後被選送瑞典展出，還由人
民美術出版社以獨幅作品出版發行數
萬張。在上世紀70年代，對於當時只
有20歲的武忠平來說，這無疑奠定了
其在繪畫領域的高起點。
隨着作品的問世，武忠平的名氣也
在業界打響。而對繪畫分外癡迷的武
忠平來說，他亦心生一股信念，他想
上大學，學習專業美術。工作之餘，
他把全部精力都用來備考，1976年，
武忠平如願考入當時安徽最高美術學
府——安徽師範大學美術專業，後來
在本科及研究生階段更師從我國現當
代版畫大家鄭震，開啟了他專業的美
術之路。「在那個年代能上大學這個
機會太難得，每天天剛矇矇亮我就起
床，開始寫生、練水粉，抓色彩，抓
調子，練基本功。」武忠平回憶，那
幾年的學生生涯他幾乎沒有浪費一絲
一毫的時間，練就的一身過硬的繪畫
基本功讓他受益終身。

跟隨內心擇媒介
中國當代畫壇，曾掀起過一個又一
個「熱」，求學時期的武忠平也曾為
此困惑過，自己的創作之路如何走，
該如何自立。縱觀藝術界，他後來深
刻領悟到，尾隨他人的創作只能靠別
人的施捨過活，惟有喚醒自我的創造
意識，追隨內心，尊重自我體驗和感
受，才能創作出有生命力的作品。在
隨後的創作中，他更通過一次次實踐
證明了自己的觀點。
1986年，版畫專業出身的武忠平，
憑借油畫作品《冰凌花》，入選改革
開放後我國舉辦的首屆「中國當代油畫
展」。武忠平介紹，當年他前往四川

九寨溝藏區寫生，被當地女藏民如犛牛
般吃苦耐勞的精神，以及她們默默無聞
終年奉獻的內在美所震撼，她們就如西
藏草地上的冰凌花般美麗卻又悄然消
失。憑着這個感覺，武忠平捨棄自己擅
長的版畫、水彩等畫種，選擇他從未嘗
試過的油畫，並將雕塑的肌理融匯其
中，幾經嘗試最終創作出符合自己心中
女藏民雕塑般堅毅形象的作品，並被人
民日報海外版作為「中國當代油畫展」
代表性作品刊出。
武忠平認為，各個畫種的區別只因
工具、材料和手法不同，但造型規
律、思想情感的表達是相通的。本着
表達內心真切感受的需要，武忠平根
據繪畫對象的不同，進而在版畫、油
畫、中國畫等多畫種中進行選擇。其
創作作品《魯智深》、《寒夜》、
《鐵松》時，選了中國畫的焦墨，他
利用鐵斧和鋼絲的用筆，用簡練有力
的焦墨畫表達作品強烈的霸悍之氣。
創作《錦繡塔川》》等作品時，他認
為唯有油畫的色彩和筆觸更能與此景
相搭配。武忠平說：「此情此景若水
墨難達我意，我就用重彩，若色彩肌
理難表我心，我就用油畫。」

焦墨重彩破藩籬
多年來多畫種的歷練，讓武忠平在
各畫種間融會貫通的同時，萌生了對
藝術創作更高的追求。「我的理想就
是能夠把中國畫的發展在真正意義上
往前推一步。」武忠平說，明清以
來，中國畫多以水墨為代表，然而在
當代，我更感受到色彩的魅力，希望
通過或絢爛或純淨的色彩來調劑身
心。而中國畫本是豐富多彩的，更可
借助獨特的地域特色來體現中國式的
風土人情和山水風貌。
武忠平在一次次寫生中，更是催生

了將絢麗的色彩融入中國畫之中的想
法。在創作《赤壁懷古》、《西藏山
南洛扎》、《一葉荷》等作品時，他
揚棄了中國畫既定的樣式，以體驗和
感受為引導，以凝重的色彩、奔放的
點線面組合，傳達他的情感。如今退
休後的武忠平有了更多時間去嘗試。
他希望通過進一步探索，將大自然絢
麗多彩的色彩融入中國畫作品之中，
進而探索出獨具自身特色的新中國畫
語言。

縱觀中西方繪畫體系縱觀中西方繪畫體系，，其歷史燦爛悠久其歷史燦爛悠久，，繪畫技法更是博大精繪畫技法更是博大精

深深、、各有專長各有專長，，對於畫家來說對於畫家來說，，專其一者足可立身專其一者足可立身，，博通多材者博通多材者

將大有可為將大有可為。。我國當代畫家武忠平我國當代畫家武忠平，，磨礪畫藝磨礪畫藝5050載載，，不僅技通版不僅技通版

畫畫、、油畫油畫、、水粉畫水粉畫，，在中國畫的花鳥在中國畫的花鳥、、人物人物、、山水等方面亦有所山水等方面亦有所

研研。。 幾十年來幾十年來，，武忠平從未停止對繪畫藝術的探索武忠平從未停止對繪畫藝術的探索，，他不滿被單他不滿被單

一畫種所拘泥一畫種所拘泥，，但求筆下之景可以傳遞自己的真切之感但求筆下之景可以傳遞自己的真切之感，，傳達自傳達自

身真實的情思意趣身真實的情思意趣，，所以所以，，他最擅借畫種達意他最擅借畫種達意。。而憑借多年來對而憑借多年來對

多畫種博涉多通的能力多畫種博涉多通的能力，，他中西相融他中西相融，，並自成一格並自成一格。。繪平常之景繪平常之景

傳非常之意傳非常之意，，武忠平筆下的作品盡是這般耐人尋味不盡武忠平筆下的作品盡是這般耐人尋味不盡。。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臣趙臣 合肥報道合肥報道

視覺藝術，要通過視覺來表現，更
需通過視覺來感受，所以， 繪畫生
涯中，武忠平尤其注重寫生。「寫生
能很好地訓練畫家的眼力，特別是分
辨色彩的敏銳能力，同時寫生的過程
更需要眼手腦結合，更好鍛煉畫家的
概括能力和表現能力。」在武忠平位
於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區的家中，放着
數百幅寫生作品，這些還僅是他退休
這幾年的創作。近年來，武忠平幾乎
跑遍大江南北，在新疆、西藏、山西
等地都留下諸多寫生作品和藝術創
作。他被各地極具地域特色的風景所
吸引，更萌生了很多對生命如塵的新
的感悟，也啟發了不少創新中國式山
水創作的靈感。
勤於寫生的武忠平從中收穫頗豐，

然而他發現，隨着數字化時代的推
進，手機拍照的便捷，很多年輕人不
願意去寫生了，他們認為寫生落伍
了，更願意借助數字影像來進行繪
畫。「數字影像可以作為輔助，但是
它遠遠不能替代直觀的色彩感受。」
與此同時，寫生的經歷更是畫家對身
歷其境的體驗，一味照搬照片，不去
親身體會此情此景，畫出來的畫就缺
乏生命的活力。武忠平舉例，在烈日
的沙漠中跋涉，當你大汗淋漓、口乾
舌燥，那種對水的渴望與坐在空調房
間喝着冰鎮飲料對水的感受是完全不
一樣的。基於此，武忠平希望真正熱
愛藝術的年輕人，莫要走捷徑，對真
善美的追求，首先是真，真 正走到
生活中，用親歷表現生活，用雙腳丈
量人生。

武忠平現為中國美術家協會會
員，中國版畫家協會會員，合肥城
隍廟藝術館館長。武忠平成名甚
早，1974年，其版畫作品《淮河新
春》就入選「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
25周年全國美術作品展」，隨後他
的油畫、紙版畫等作品又先後入選
「中國首屆油畫展」、「第七屆全
國美術作品展」、「第九屆全國版
畫展」等。同時，其多幅作品被中
國美協選送至瑞典、法國、日本等
國家展出。退休前曾任安徽美術出
版社社長、總編輯的武忠平，在美
術出版行業工作近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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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武忠平中國畫作品武忠平中國畫作品《《三三

月海棠月海棠》。》。

●●武忠平中國畫作品武忠平中國畫作品《《小荷小荷》。》。

●●武忠平中國畫作品武忠平中國畫作品《《陝北之春陝北之春》。》。

●武忠平中國畫作品《看海去》。

●●武忠平油畫寫生作品武忠平油畫寫生作品《《徽州塔川徽州塔川．．冬雲冬雲》。》。●●武忠平水粉畫寫生作品武忠平水粉畫寫生作品《《青春歲月青春歲月．．知青路知青路》。》。

●武忠平版畫作品《雪
山之子》，入選「第七
屆全國美術作品展」。

◀◀武忠平版畫作品武忠平版畫作品
《《淮河新春淮河新春》，》，
19741974年入選年入選「「建國建國
2525周年全國美術作周年全國美術作
品展品展」。」。

●●武忠平油畫作品武忠平油畫作品《《冰凌花冰凌花》，》，19861986年入選年入選「「中國首屆當中國首屆當
代油畫展代油畫展」。」。

▲▲在野外寫生在野外寫生
的武忠平的武忠平。。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武忠平 記者趙臣攝

▼▼武忠平中國畫武忠平中國畫
作品作品《《西藏山南西藏山南
色拉古托寺色拉古托寺》。》。

武忠平武忠平創作以西潤中創作以西潤中
誡青年藝術家重視寫生誡青年藝術家重視寫生

「茶和咖啡我都愛喝，法式長棍和油條
包麻我都愛吃。」「你知道嗎，油條包
麻配咖啡味道挺不錯。」在來自法國的
女陶藝師開彌看來，油條包麻這樣的傳
統小吃，就代表了景德鎮人的生活態度。
熱乎乎的油條裹上沾着白糖的麻，既保
留了油條的膨鬆又有麻的甜滑，跨界混
搭，開放包容多元。「我2010年第一次到
景德鎮，第一眼就愛上了它，愛它的野性
和蓬勃，愛它的自由和從容。」開彌被
「千年瓷都」景德鎮深深吸引後，便成為
了一名「洋景漂」。
地處中國中部省份江西東北部的景德鎮

有着2000多年的冶陶史，吸引着無數陶瓷
愛好者前來「朝聖」。目前這座城市裏有
全世界 40 多個國家和地區 3 萬多「景
漂」、5000多「洋景漂」在景德鎮創新創
業創造。「匠從八方來，器成天下走」的
歷史悄然再現。開彌便是這些「洋景漂」
中的一位。她從法國出發，走過瑞士的日
內瓦、荷蘭的阿姆斯特丹、比利時的布魯
塞爾。2016年，開彌「三十而立」之時，
她在景德鎮開了自己的工作室，決定在這
座城市裏停留。
「這座城市有神奇的魅力，讓我一不小

心就愛上了它，一不小心就待了5年，我

沒有想到可以在一個地方待這麼長時
間。」畫畫、做雕塑、拜師學習、養貓種
菜……開彌的「小鎮生活」閒適又有趣。
她表示，在景德鎮可以按自己的節奏工
作、生活。
在進行藝術創作時，開彌會將自己的栗

色鬈髮用髮夾挽起，面對作品眼神認真又
專注，透着一股堅定又溫柔的力量。但閒
時，開彌也會戴上墨鏡，騎上摩托車，穿
梭在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感受這座城市
的「野性和蓬勃」。開彌也曾到過中國的
北京、上海等地，但她認為，這些城市和
其他的西方城市差別不大。「在景德鎮，

推開一扇門，你不知道你會遇到什麼樣的
人，有什麼樣的發現，看見什麼樣的寶
貝。就像瓷器開時，總有未知和驚喜在
等着你。」
「景德鎮延續千年的工藝和那些不為人

所知的製瓷師傅，他們教會了我很多。傳
統與現代，傳承與創新在這裏交融碰
撞。」在景德鎮拜師學藝，也給了開彌許
多新的啟發，讓她的創作有了新的思考與
表達。開彌稱，不知道自己藝術之路的下
一站會在哪裏，但在景德鎮的小鎮生活永
遠是她生命旅程的重要一站。

●文、圖：中新社

法國女陶藝師景德鎮學藝
感受千年瓷都野性魅力

●法國女陶藝師開彌正在進行藝術創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