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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無人不識陳逸飛，上海浦東美
術館近期推出的「時代逸飛：陳逸

飛回顧展」對他有這樣的定義：當代美
術界傑出的藝術家、海派文化的繼承發
展者、「大美術」和「視覺藝術」的倡
導和踐行者、紅色文化創作的開拓創新
者、傾心投入城市文化建設的貢獻者、
具有時代影響力的中外文化交流使者。
上海媒體還有評價：某種意義來說，今
天上海的藝術家其實都生活在陳逸飛之
後的延長線上。
或許上述這些文字還是比較抽象，但

如果你是一個藝術愛好者，一定會聽過
《開路先鋒》《黃河頌》《佔領總統
府》……如果你生活在港澳地區，可能
會對佳士得、蘇富比拍賣行的幾次由中
國藝術家作品創下的紀錄有所耳聞：
《潯陽遺韻》《麗人行》《紅旗》《弦
樂四重奏》……這些都是中國油畫進入
國際拍賣市場的里程碑。如果你只是一
個普通的上海市民、旅客，浦東世紀大
道上那尊日晷樣子的雕塑《東方之
光》，應該會讓你對浦東和上海的朝氣
有更為具象的感受……這些作品都源自
一個名字：陳逸飛。

用中國的美感動世界
浪漫的寫實主義畫家。這是陳逸飛本

人比較欣賞的海外媒體對他的評價。陳
逸飛師從著名油畫家俞雲階，1965年畢
業後，就成為上海油畫雕塑創作室專業
畫家，並於1970年擔任油畫組負責人。
1969年，23歲的他與徐純中合作水粉畫
《金訓華》。金訓華是為搶救國家財產
與洪水搏鬥而光榮犧牲的青年楷模。作
品一經發表，在全國掀起學習金訓華的
熱潮，陳逸飛也隨之名聲大振。
1966年至1980年期間，陳逸飛創作了

大量的革命歷史題材作品。中國文聯副主
席許江就毫不諱言自己少年時就是逸飛
「迷弟」，曾藉到上海看展之際，悄悄跑
到位於長樂路瑞金一路的上海油雕室，只
在大門口徜徉，想着這就是陳逸飛工作的
地方，也許他正在裏面，也許不在，只來
到這裏感受下就很幸福的感覺。
陳逸飛的好友、著名文化學者余秋雨

在陳逸飛墓碑上寫過這樣一句話：「這
裏安息着一個人，他曾以中國的美麗，
感動過世界。」這是對陳逸飛另一重身
份的高度概括：用畫筆向世界講好中國

故事的「開路先鋒」。
改革開放之初，正處事業高峰的陳逸

飛義無反顧地按下「重啟鍵」，自費赴
美留學，進入紐約亨特學院攻讀藝術碩
士學位，並通過勤工儉學遊歷歐美各大
博物館，研習西方名作，同時也考察當
地的文化建設。1983年在美國哈默畫廊
大獲成功的「水鄉」系列，可以視為陳
逸飛感動世界的起點。他創作的水鄉，
與早年作品中的英雄主義氣質有着千絲
萬縷的血脈聯繫。尋常的小橋流水全無
陰柔，而是刪繁就簡，將畫面切割得渾
厚壯美，展現了江南水鄉的另一個層
面。「運用西方的技巧，賦予作品中國
的精神」使他成為首位在西方主流藝術
市場引發關注與收藏熱潮的中國當代畫
家。1985年，哈默博士訪華時，還將陳
逸飛的油畫《故鄉的回憶——雙橋》作
為禮物贈送給鄧小平，成就中美文化交
流的一段佳話。
之後，他創作的多組作品又屢屢引起

轟動：「音樂家」系列、「西藏」系
列，特別是受電影藝術實踐影響的「仕
女」系列。2023年王家衛執導的《繁
花》熱播，陳逸飛的《玉堂春暖》和
《仕女與鳥籠》作為背景亮相於劇中重
要的場地「至真園」內，毫無違和感的
搭配。

燃燒自己投入「大美術」建設
當然，如果僅僅是創作了很多「很

貴」的作品，今天許多人在回憶起陳逸
飛的時候就不會那麼心疼到熱淚盈眶。
正如後來大家所看到的那樣，明明可以
在國外躺着「數錢」，但他卻選擇了
「燒錢」——回到祖國，燃燒自己來投
入「大美術」的傳播與建設。

弟弟陳逸鳴介紹，哥哥之所以從純繪
畫領域轉向視覺領域，受到包豪斯設計
體系的影響很深。包豪斯是二十世紀初
起源於德國的藝術與設計運動，其核心
理念是設計應優先滿足實用需求，提倡
建築、工藝、藝術的協作，打破傳統界
限。他認為，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與包
豪斯興起的年代有相似之處，當時的中
國需要視覺設計來滿足人們內心深處對
美的渴求，更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由
此，他開始大力推動並實踐視覺藝術的
發展。
上世紀九十年代，陳逸飛創立的
「Layefe」品牌首次將「時裝」的概念
帶進中國；他創辦的《青年視覺 Vi-
sion》培養出一大批青年創意人才；他
涉足影壇，先後執導拍攝了《海上舊
夢》《人約黃昏》《逃往上海》《理髮
師》四部電影。另一個深度影響陳逸飛
的是紐約SOHO，實踐地就是上海泰康
路。當年，這裏是一處即將拆除的弄堂
食品機械廠，有關部門有意開拓文化創
意產業，卻苦於無經驗可循。陳逸飛實
地考察後，先後租用了700平方米的廠
房做工作室，又對老建築風貌保護等問
題不斷建言獻策。在他的示範作用下，
不少藝術家和文化企業紛紛跟進。時尚
就在這裏悄然生長，成就了如今享譽中
外的田子坊。
即便是忙碌的工作極大損耗健康，陳逸
飛依然沒有停止讓上海和國家變美的實
踐。2004年7月，他又主動向浦東相關部
門建言發展創意產業，在有關部門支持
下，選中張家浜邊上一條800米長的鄰河
地帶打造浦東創意街。他送出最後一稿
「張家浜創意街初步構思」的時間為2005
年4月4日，距離他去世僅有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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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紀念陳逸飛？正如陳
逸鳴所言：「他留給這個世界
的，不只是油畫，更在於他的精
神力量。」近年來，陳逸鳴一直
致力於陳逸飛精神的學術梳理，
從拍攝專題紀錄片，到舉辦展
覽、出版畫冊和《青年陳逸飛》
一書，也是在他的推動下，首個
以陳逸飛名字命名的美術館——
金臣．亦飛鳴美術館在上海虹橋
國際中央商務區揭幕。「我一直
問自己，如果我不做這些事，那
麼誰做？因為我也是畫畫的。」
何為陳逸飛精神？陳逸鳴認為

是「自由、創新、多元」，而陳
逸飛的另一位「兄弟」、上海博
物館原館長陳燮君則對這六個字
還有更加細化的闡述。
因為與陳逸鳴是小學同班同

學，陳燮君自小就視陳逸飛為兄
長。差不多70年前，他常和陳逸
鳴一起出外寫生，還目睹他為了
打乒乓忘記回家吃飯而被陳逸飛
揪着耳朵走。30多年前，他在美
國作訪問學者，與陳逸鳴一起親
見名作《潯陽遺韻》初成。20年
前，又是他主持了陳逸飛的追悼
會，他帶領上博團隊幾乎搜盡了

全上海的白色鮮花來布置告別大廳。陳燮君說，即
便當時發着高燒，但陳逸飛的精神一直鼓舞着他不
敢有片刻懈怠。他始終認為，陳逸飛是海派文化的
代表：海納百川，勇立潮頭，對於外來優秀文化吸
收卻不照搬，對於傳統堅守卻不固守。這些精神和
實踐對今人依然有着深刻的啟發性意義。
當然，在探索和前行的路上，一定還會有曲折和

新的困難，但陳逸飛早已用畢生實踐告訴我們：不
必介意，你永遠往前走，像「開路先鋒」一樣的，
循着我們的鐵軌指引的方向，大膽地、勇敢地往前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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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陳逸飛逝世 20 周年和誕辰 80
周年，相關紀念活動是上海本年度文
化 藝 術 領 域 的 重 頭 戲 ， 得 到 多 方 支
持。浦東美術館推出了「時代逸飛：
陳逸飛回顧展」，超過 150 件展品從世
界各地徵集而來，幾乎完整呈現了陳
逸飛各個時期的代表作。在一江之隔
的金臣．亦飛鳴美術館，由陳逸鳴總
策劃的「致敬逸飛」展覽，同樣由陳
逸飛「領銜」。57 位畫家中包括了他
當年的同事、同學，及一批當今的優
秀中青年藝術家。118 件作品呈現了一

場跨越時空的對話。
在兩大展覽上，「外灘」是很多畫家

不約而同創作的主題。原來，外灘是陳
逸飛藝術人生之路的起點。從小，他就
居住於外灘，北京東路與四川中路交界
的一座老房子的四層樓。外灘的水和
橋，外灘的建築，都給他豐富的滋養。
儘管沒有關於外灘的專題畫作，但陳逸
飛的外灘情結還是可以透過很多地方被
感知到，比如，陳燮君介紹，在創作油
畫《佔領總統府》時，他曾到外灘格林
郵船大樓下面寫生外牆花崗石構建。還

有，浦東的展覽上展出了一幅草稿，寥
寥數筆，卻精準地描繪出他兒時每天要
經過的地方：郵政大樓、乍浦路橋、他
常 常 花 5 分 錢 去 看 電 影 的 曙 光 電 影
院……令人浮想聯翩：若是最終成稿又
將是怎樣的氣勢？

好在，這樣的遺憾由很多人替他完成
了。以陳逸鳴的《外灘風雲》為代表，
畫外灘成為聯結陳逸飛與很多人的紐
帶。透過畫布，還能看到這片他所熱愛
的土地，還在不斷變得更美，那定是令
他欣慰的。

在外灘「致敬逸飛」特稿

在「致敬逸飛」展覽上，很多展品背後都有故
事。張安樸的油畫《申報館大樓》就是其中之
一。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正是在這幢大樓三樓，
二十出頭的張安樸結識了在此創作《黃河》系列
大型油畫的陳逸飛，親眼看着《黃河頌》從草稿
的第一筆到作品的最後一筆。半個多世紀過去
了，憶起往事，已年過古稀的張安樸仍然興奮不
已：「想當年陳逸飛先生讓我們小阿弟全程學
習，真是人生幸事！我們都是陳逸飛大師的信
徒、學生和追逐者！」
《黃河頌》是一幅寬熒幕式的大型油畫。張安

樸回憶，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為了配合1969年
創作的鋼琴協奏曲《黃河》，《解放日報》美術
編輯洪廣文，借調了陳逸飛、夏葆元、王永強、
嚴國基、秦大虎、張定釗等一批專業畫家前來創
作革命宣傳畫，計劃按照協奏曲的四個樂章推出

四幅大型油畫。陳逸飛被指定擔任組長，並負責
第二樂章《黃河頌》。當時的陳逸飛已是全國知
名的畫家，張安樸是《解放日報》的工農兵美術
通訊員。「我幾乎天天向他請教，他們十幾個人
以報社為家，夏天的時候就睡在新聞紙用的外包
裝紙上。」 令張安樸特別難忘的是，作為學生，
他們經常給陳逸飛等老師去買酒，土燒不夠了，
用酸梅湯兌着喝。大家邊喝邊探討藝術創作，陳
逸飛那時就告訴張安樸，畫畫既要用感情、技巧
有機地創造出畫面，也要在構思、構圖上追求新
意。這極大啟發了他較早開始關注「設計」理
念，並最終藉此在美術界嶄露頭角。
提到《黃河頌》，張安樸印象最深的，就是陳

逸飛的靈感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慢慢琢磨、
慢慢修改的。印象尤為深刻的是，《黃河頌》共
畫了一樣大小的兩張，後來第一幅畫被否定掉

了。這個說法陳逸飛自
己曾撰文證實過：「最
初的構想，是畫一個羊
倌，紮着羊肚子頭巾，
扛着橛頭，仰天高唱信
天游。反覆思量後，發
覺這種表現方式幾乎是
在詮釋《黃河大合唱》
的歌詞，便毅然捨棄。
轉而改成一個紅軍戰
士，站在山巔，笑傲山河。創作過程中，我把山
頂明亮如熾的光感復還到畫布上，渲染成一片耀
眼的白芒；我在紅軍戰士的步槍槍眼裏，畫了一
小團紅布，形同一朵鮮艷盛開的小花，還在他的
腳下，畫上一行斜飛南行的大雁。我自以為很
美，既英雄又浪漫……沒料到當時的文化官員看

後，認定它帶有嚴重的『印象主義』傾向……」
《黃河頌》完成後曾被長期束之高閣，直到1977
年8月，在北京舉行的慶祝建軍五十周年美術作品
展上才第一次公開展出，當時就引起極大轟動。至
今，在所有表現革命戰士形象的繪畫作品中，《黃
河頌》依然是最成功、最深刻的作品之一。

張安樸揭創作《黃河頌》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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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總統府》，陳逸飛、魏景山，1977年，布
面油彩

●《黃河頌》，1972年，布面油彩，泰康保險集團收藏。這幅作品不僅是陳逸
飛所有紅色繪畫中最具歷史重要性的作品之一，也是其職業生涯中的代表作。

●陳逸鳴介紹展覽中一幅
以外灘為題材的作品——
由畫家應小傑創作的《陳
逸飛舊居》，他可以清晰
指出自己家的窗戶在四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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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路先鋒》，陳逸飛、魏景山，1972年，布面油彩，現藏於中華藝術宮。

●《潯陽遺韻》，1991年，布面油彩，私人收藏

●陳逸飛的另一位「兄弟」、上海博物館原館長陳
燮君認為，陳逸飛的精神一直鼓舞文化工作者克難
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