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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朝陽的人物刻畫能力不可小覷。比如《趙棒之二》，主人
公偏分長髮，五官集中，圓睜着雙眼，香煙夾在嘴角，裸

着上身，胸前似乎有傷疤，偉人般坐在沙發上，那神態，是一位
內心受傷目光警覺又蠻不在乎的，臂膀間充滿着力量可以與人拚
命的的平民之王者——尹朝陽能將人物靈魂的複雜性深刻地表達
出來。這形象可列入八十年代以來《父親》等中國人的經典寫照
之中。《青春遠去之七》中那三個抽煙的底層青年男子在蔑視着
什麼，《煙之一》中那個憂鬱、恐懼中的抽煙女郎，這些人自
負、迷惘、不安、絕望、蠢蠢欲動，乃時代的典型徵象。《懷疑
者》瞪大眼睛且用手指撐大左眼去尋覓和懷疑，讓人想起契訶夫
《套中人》別里科夫，此人總能找到別人的問題，且上門去教導
之、警告之。
筆者還欣賞朝陽的人格。這是一位極具創造力特立獨行藐視天
下的人物，從骨子裏到言談舉止。這樣的人物不但在南陽罕見，
就是在整個中國也屬少數。第一次見面之後筆者組織了一個小型
的座談會，邀請南陽畫家與尹朝陽交流，記得尹朝陽縱論中西藝
術，用俯視的眼光和語調去觀察和欣賞那些大師名作。他談他之
前看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覺得一些如雷貫耳的人物「如此而
已」。這些話出自一張冷峻的面孔，先讓人有點兒不適，繼之覺
得可愛，之後感覺其人格的強大，而且珍貴。
結識尹朝陽之後就認識了其二弟三弟尹朝宇及尹朝暉。尹朝宇
畫風景，如《機場》《地平線》等等，是一種客觀冷靜的現代主
義視角，即如《焰火》也是那麼安靜。尹朝暉畫了不少手指動作
特寫，作者將人身體上的某一局部抽取出來，哲學家那樣觀察着
它們，畫面遂有某種超越現實的意味。尹朝暉近期畫的風景更接
近於中國山水花鳥，但骨子裏埋藏着一個當代的魂靈。《潮》中
白色的浪頭詭異而神秘；《嵩山》畫的是嵩山的一條山溝、溝裏
耀眼的流水，這是嵩山的陰部，母性的山。尹朝陽的《正午》
《廣場》等與尹朝宇的《野火》《機場》，尹朝陽的《嵩山夕
照》與尹朝暉的《恆山》就可以互相說明。筆者先是感慨着南陽
出了個尹朝陽，他每每能在中國油畫界攪出一片聲浪，繼而感慨
尹老二尹老三也身手不凡，年紀輕輕就有了自己的個性和風格。
兄弟仨毫不雷同，各有擅場，這似乎在中國藝術界較為罕見。中
國畫壇上父子畫家兄弟畫家比比皆是，畫風也往往是近親繁殖，
白石老人的眾多子女多畫畫，但畫的都是齊白石。人們的選擇性

印象會帶來片面。因與尹朝陽的關係，早就
認識了尹金聚先生。每次與尹金聚先生聚
會，筆者都會稱讚他培養了三個畫家，再就
是與他聊尹朝陽。能感覺言談中他內心裏的
驕傲。筆者知道他早年是南陽人民公園的畫
師，他在公園照壁上畫的老虎留在一些人的
記憶中。但在筆者心目中，他只是尹氏三兄
弟一個熱情的負責任的父親，因為主角是尹
朝陽，是三兄弟，筆者從來沒有把他看作一
個專業的畫家。直到近日看到尹老先生的畫
作，筆者才忽然明白：筆者稱讚他「培
養」了尹氏三兄弟，這培養不應只是客
套，而應有其實質性內容。是的，作為畫
家的父親培養了三個氣質相異的畫家，這
是一件神奇的事情。
金聚先生的畫作場面挺大的。《嵩山紅

霞》《青松飛瀑》的闊大，《幽谷煙雲》
《冬日春來》的詩意，都頗可稱道。油畫
《草原》中濃雲、山石、草地、溪流的色調都處理得相當現代。
《草原》這種畫能讓人聯想起朝陽的某些山水風景。老虎是金聚
先生的拿手好戲，國畫《滿目雲山誰做主》畫了一隻下山猛虎，
這滿目雲山當然是由它做主了。這種畫的氣魄會不會潛在地影響
到三個青澀少年郎？有可能的。人們獲取關鍵信息的機遇有時候
頗為神秘。一般人都覺得尹朝陽從小就會對南陽漢畫發生興趣，
但據朝陽說，他小時候數次經過南陽漢畫館，卻沒有進去看過，
直到30歲才進去一看。
那麼現在，把一家四口的畫作放在一起，讓一個家庭在藝術上

眾聲喧嘩：父親的國畫山水、花鳥、人物，油畫風景、人物，皆
是傳統風格，畫面似與現實無關，其油畫固然像尹朝陽說的「把
油畫畫成了國畫，挺逗」；大兒子呢，是一些深入於人生和社會
現實的思想之作，二兒子，三兒子的東西（包括老大的風景）倒
是更接近於父親，但只是表面上的接近。嚴格地說，這些東西是
不同時代的人，或者說距離甚遠的陌生人的作品的雜處。
藝術在尹家如此奇妙地發生着，變異着，成就着。
很好。

——成就尹朝陽一家成就尹朝陽一家藝藝術術
從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尹朝陽嶄露頭角

到他名聲鵲起，文聯工作者的職業敏感

讓我一直關注着這位小老鄉。直到2008

年6月，尹朝陽回鄉，我終得結識了這

位中國油畫界的風雲人物。

關注他當然是因為他的作品。不管是

他對一代青年生活和命運的審視（他因

此被稱為中國70後代表性畫家之一），

還是他對中國現實文化的智性表達，都

有相當的深度，到達了前沿位置。他不

斷挑戰自己，從《青春殘酷》《青春遠

去》《失樂園》《神話》《烏托邦》等

等系列到近期的《寒山》系列，他總能

用嶄新的創造去更新自我，回應時代。

文：李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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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藝術家尹朝陽與其父親尹金聚，弟弟尹朝暉和尹
朝宇在家鄉舉辦《生於南陽》主題油畫展，亦是他自1992年
離開南陽負笈京城後首次返鄉展覽，更是他們父子共同對故土厚
重文化基因的深情回望。
尹朝陽七十年代生於南陽，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上世紀九十年代
以「青春殘酷繪畫」系列作品震撼藝壇，全方位展示那代人彷徨與
「殘酷」的青春體驗，並引領九十年代藝壇創作畫風。他以恢宏純粹
的繪畫語言，強烈個人氣質、敏銳的視覺和雄渾厚樸的傳統底蘊固化
「心靈風景」。以中國五嶽名山嵩山為主體，融合了個人與社會、歷
史與當下傳統元素表現出一種全新山水系列。
作為中國當代藝術家的重要代表，受到眾多收藏家的青睞。其多次
在國內外各重要展覽中展出，作品曾被美國、英國、韓國及國內一線
美術館和世界知名國際藝術機構收藏，被稱為中國當代藝術「70後」
領軍人物之一。
尹朝陽的藝術之路始於南陽，源自這座千年古城賦予他厚實的文化
啟蒙，1996年從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系畢業後，他選擇在北京開啟艱辛
的「北漂」藝術創作生涯。近十年的探索，經歷了從「青春殘酷」到
「心靈風景」的風格嬗變。2010年後，尹朝陽逐漸從人物轉向山水，
創作了《林泉高致》《嵩嶺圖》等「心靈風景」系列。他將嵩山的雄
渾與傳統水墨的意境結合，以油畫語言重構山水精神，形成「既非純
粹自然，亦非抽像符號」的獨特景觀，凸顯了藝術家從激烈敘事向精
神內省的轉向。這種轉變被評論家解讀為對中原文化基因的回歸——
通過「與山對話」，在傳統文脈中尋找當代藝術表現的立足點。其作
品既「夢幻」又「超現實」，但不管採用表現主義，還是寫實的表達
方式，總能尊重對現實生活的體驗和感受，用繪畫表達自己的藝術理
念。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干戈由藝術來平衡，藝術家敏感的洞察力和銳
利的判斷力得以讓理想化的真實不再遙遠。
他的藝術之路始終與南陽這片土地緊密相連。他的《獨山人》直擊
南陽的現實圖景：畫面中山腳下牽牛農人的滄桑面孔，既是對鄉土生
活的寫實，亦隱喻中國農民們的普遍生存狀態。尹朝陽坦言，這幅畫
雖未直接謳歌田園，卻通過「人在路上」，傳遞出對故鄉的情感——
既有疏離感，又難掩血脈中的歸屬。
父親尹金聚是位南陽本土畫家。曾供職於南陽人民公園，負責繪製
宣傳畫。尹金聚先生非科班出生，繪畫完全來源於天賦與熱愛。正如
尹朝陽所說，父親屬於特別聰明的那類人，琴棋書畫樣樣涉獵，且全
靠自學。在一本對話錄中，朝陽回憶起到父親的畫室：「小時候我最
喜歡去那兒，那裏人很多，樹也多，環境真的很棒。工作單位的三間
房裏，堆滿了各種顏料瓶子，油畫筆，還有各種紙。那時候我就對這
些東西感興趣，很喜歡聞那個滿是油彩的味道。還有許許多多的雜

誌，《大眾電影》《人民畫
報》《解放軍畫報》《美術》《世界美術》
等，或許就是這些，給環境與材料，給了我最初的
藝術啟蒙」。
父親在單位的基本任務就是繪製大幅宣傳畫，南陽有名的

大型《老虎》壁畫就是出自他的手筆，退休後，陸陸續續也畫
了不少油畫。《黃山雲松》氣勢宏闊，《草原》色彩絢麗穩重。
在父兄的影響下，尹朝暉和尹朝宇兩兄弟在藝術之路上展露出強烈

的個人表達和強勁的勢頭。
尹朝宇和尹朝暉這對孿生兄弟，與其兄長尹朝陽一樣畢業於中央美

術學院，現工作、生活於北京，是年輕一代中具有自己藝術風格和審
美價值的藝術家。尹朝暉曾專注於「身體」——交疊的手指，被手指
擠壓而扭曲的面孔，撐滿畫面的軀幹等等——緊張、奇崛的視覺意象
與銳利而清峻的「影像風格」，其作品《無題》，通過不同動態和情
景下，平靜輕柔的膚色，交叉糾纏手指，靜垂的雙腿，探視並展現人
的隱秘心理，無聲地訴說。
尹朝暉2017年9月在北京舉辦《蘭山木吟》專題展覽，系統地展示

了他以「望遠鏡來遠眺」「古拙景物」所構成的「中國風格」的成
果。
尹朝宇一直沿着「繪畫性」的路徑循序漸進。魔幻的「機場景

觀」，濃烈的「表現主義」氛圍表明「觀念追問」沉澱為一種底蘊。
《生於南陽》不僅是場藝術展覽，更像是次文化尋根行動，它的深

層意義在於將個體經驗置於華夏文明的宏闊背景中。
在城市化與現代化進程中，藝術與鄉土的關係逐漸從單向「介入」
轉向「雙向重塑」，不僅重塑了鄉土的物質與精神空間，也重新定義
了藝術的社會功能與美學邊界。展覽通過藝術作品的在地性創作，將
鄉土文化從靜態遺產轉化為動態敘事。
尹朝陽與父親暨兄弟將作品置於南陽博物館的古代文物側畔展出，

刻意模糊古今界限，暗示傳統並非沉重的遺產，而是變化流動的、可
重塑再生。這種方式打破了時空，地域的封閉性，從地理坐標昇華為
精神符號。就南陽本地而言，地域性不必拘泥於民俗、符號，而應轉
化為個體對自然界，人文的獨特感知。「藝術不是點綴牆壁的裝飾，
而是人文精神的載體。」這種理念激勵着南陽新一代藝術家突破地域
局限，以更開放的視野參與當代藝術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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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鴨河水庫》布面油畫尹朝陽2025

●《白水獨山武侯祠》布面油畫尹朝陽2025 ●《秋山朝暉》布面油畫尹金聚2016 ●《蜿蜒》布面油畫尹朝暉2024 ●《風景》布面丙烯尹朝宇2024

●《春雨龍潭》布面油畫尹朝陽2025 ●●《《觀山觀山》》布面油畫布面油畫尹朝暉尹朝暉20202020 ●《幽谷煙雲》布面油畫尹金聚2016 ●《長江萬里圖》布面油畫尹金聚2016●《寧靜的夜》布面丙烯尹朝宇2025

●《天與地》布面油畫尹朝暉2021●《狂想》布面丙烯尹朝宇 2025 ●《後宮》尹朝宇 2022 ●《老界嶺》布面油畫尹金聚2016

●《龍潭綠水》布面油畫尹朝陽2025 ●《眾鳥》布面油畫尹朝暉2015

●《從人民公園眺望獨山》布面油畫尹朝陽2025

●《八哥圖》宣紙尹金聚19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