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适逢
北大荒版画的先驱
和开创者之一张祯
麒先生诞辰九十周
年。1月5日，黑龙
江（国际）版画博物
馆以馆藏为主，遴选
其各个时期的重要
作品九十幅，举办了
主题为“静水流深”
的回顾展，以纪念他
为版画发展作出的
特殊贡献。

张祯麒先生出
生于海南海口，自小
便与水有着很深的
渊源。“静水流深”是
对张祯麒艺术创作
心理与境界的整体
概括与表述。张祯
麒的作品在整体上
有种凝固的观感，这
是一种静远的场景
描述。“静水”象征着
一种自我的状态，而
“流深”则昭示着“静
水”表层下的博大与
精深。“静水流深”常
形容一个人表面宁
静与内在丰富合一
的生命境界。张祯
麒一生的创作，恰能
印证这种艺术实践
心理。面对纷繁世
事，他不事张扬、温
和以待，将自己丰富
的艺术思绪付诸画
面，创作出多元的版
画序列，展现出创作
技艺和观念双向并
进、不断拓展的艺术
态度。

本版特别邀请
策展人谢少强与张
祯麒先生的儿子张
涛撰文，分别从艺术
的角度和家常生活
的细节来展现接近
真实的版画大家张
祯麒先生，这是最好
的纪念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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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祯麒是一位主要通过版画媒介
进行艺术表达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宏
阔而细腻，在多变的形式结构中显现出
来自心灵的悸动。他将这种来自视觉
的感触与个体的经历相融合，创作了大
量套色油印、水印以及黑白版画。

这些作品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连
续的感性场的塑造与联动。在他各个阶
段的创作中，不管是代表性的“北大荒系
列”，描绘边地的内蒙古、新疆、海南和黑
龙江系列，还是表现域外题材的非洲系
列，都展现出张祯麒对于自我感性认知
的表达与复现。如果深入而具体地去分
析其版画作品，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感
性的视觉化，是通过画面动、静的张力描
绘来实现的。如在“北大荒系列”的《猎
归》《乌苏里江晚眺》中，疾驰的雪橇与舒
缓的木排，都沿着行进的方向，指向画面
的上边角。主要人物也因为行进方向而
被压缩至画面的上半部分，给人某种“悬
置”的摇曳感。这样的处理方式也体现
在《春苗》《打麦场上》《海猎》等作品中，
只不过方向感的塑造有所区别。

与动势的形塑不同，张祯麒在静态画
面的描绘上，显得深沉而更具个体性。譬
如在《完达山的冬天》《塔里木河牧歌》《出
渔》《秋水》《清晨》《寒林》《红山》等作品中，
尽管也有活动的人或物，但都点缀在静谧
的场景中。画面以统一、纯粹且深沉的色
彩表现宏阔的景观，同时这一景观又通过
横向与竖向的物象构筑起来——如流动的
水面和耸立的树木，使得画面沉稳且坚固，
给人一种纪念碑般的庄重感。无论动势还
是静态，张祯麒的作品都是其视觉体验
的真情流露，而非理性语言的冷静描绘。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感性画面真实记录了
艺术家在面对时代变迁、历史发展时的内
在感受，形成了一种庄严而又满溢细腻质
感的现实主义的语言图式。在这种图式
的营建中，艺术家完成了主体性的确立。
不同场域的感性复现，也在彼此重叠、组
合与互动中，连续、完整勾勒出艺术家对
于所处时代体验到的内在深厚的多维心
境。这是只属于艺术家自我体验的心灵
叙事，是对自我感性认知的记录和表现。

在多系列的画面背后，承载着艺术
家的胸襟气象和精神诉求。宗白华说：

“精神的淡泊，是艺术空灵化的基本条
件。”张祯麒的版画作品始终保存着一种
宁静淡远的品格，在其感性抒发过程中，
画面真实复原了这种品性。尽管身处黑
龙江边域，却能超脱世俗的纷争，坚守于
艺术的天地，表现纯粹的自我。以此观
之，张祯麒的艺术在表现无法脱离的社
会、时代现实之外，也在其中寄托着自己
心灵的归属。这里面既有自我的忧郁、
憧憬与思念，更有与个人视觉体验相关
的审美观照与感性场域，映射出一个时
间延展性、空间多维性的鲜活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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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童年时代，大
家对小孩都是散养，我家
也不例外。我一开始是

“散”到海口奶奶身边。读
到小学三年级，奶奶去世，
父亲接我回哈尔滨，继续
散养。那时父亲工作忙，
做饭菜属于极简风格。我
对“懒汉饼”和“滚水蛋”印
象最深：“懒汉饼”是面粉
加水和成稀面汤，平底锅
一摊即好；“滚水蛋”就更
简单，鸡蛋打散，开水一
冲，加点糖。父亲手巧，拿
破丝袜、绒布等剪拼成少
数民族女性头像挂墙上，把
其他多余的头像送给邻居，
邻居家的孩子至今难忘，可
惜这些都没保留下来。睡
前在床上，父亲给我和妹妹
讲故事，常常是讲《西游
记》：“师徒四人，走啊，走啊，
走到……”大概讲到一半我
俩就睡着了，后面的内容就
全忘光了。还有一段时间，
我突发集邮“爱好”，把他信
封上的邮票都剪下，父亲也
不阻止，现在特别后悔，破
坏了多少名人信札的信封
啊，看着心疼！

上初中时，我的自行
车经常损坏，父亲帮我修
车，黑乎乎的四只手……
慢慢地我也学会修了。他
搞创作时听古典音乐广播
或者卡带，有时还能看到
他扬起手做“指挥”状。他
印水印时用喷壶喷水，音
乐旋律中，水雾不停地在
晨光里飞舞、落下，如痴如
醉，如梦如幻……

读高中时，各种书刊
如雨后春笋，我常和父亲
去逛书摊、书店，遇折价
书市，挑挑拣拣，最是乐
在其中。父亲喜欢勃兰
兑斯的评论文章，我给他
买过勃的整套《十九世纪
文学主流》，还在中山图
书馆拷贝过不少古典音
乐盒带给他，他很喜欢。

考上大学当年，父亲
用自行车驮行李陪我到学
校报到。一周后，他在日
记里写：“晚，小涛从学校
回家，这几天军训，又是第

一天参加集体生活，是大
伙食，不习惯，人瘦多了。”
我那时开始懂事了，了解
了他遭遇的种种挫折和苦
难，能体谅他的不易。当
父亲让我给他在国外的朋
友写信以获出国读书担保
时，我考虑到他的收入难
以支付机票等费用，最后
打消了出国读书的念头。

父亲喜欢听柴可夫
斯基的《悲怆》，人到中
年，我渐渐能理解他的天
才以及由此带来的悲
剧。事实上，他更喜欢听
贝多芬，贝氏的伟力可以
超脱和创造！我常在夏
天回哈尔滨，陪他去买
书、画册、电影碟片。他
对喜欢的电影可以百看
不厌，比如《春天交响曲》
《虎胆龙威》等。

父亲进入老年后，我
曾帮他拓印大幅作品。两
人早早起来，简单吃两口
饭就开始。干到十点左
右，稍休息，坐下来喝口
茶，吃几片橘子。我体会
到俭朴的价值，这种有规
律的工作生活方式成就了
他 一 生 的 艺 术 硕 果 。
2020年1月，我赶回哈尔
滨，父亲旧病已加重。有
一天，我陪他在楼下散步，
走到大门处，他突然糊涂
了，拉着我往外走，说有人
约好看画，我说：“爸，该回
家吃饭了。”他回我一句：

“艺术最重要！”还有一天，
他坐在椅子上，闭着眼，右
手直伸向前，手指微动，似
在拓印，又像在素描……

父亲沉默寡言，感情
和思想都藏在日记和绘
画作品里。有一次我陪
他在松花江岸散心，坐在
岸边看夕阳，父亲指着江
水说：“看呀，多么丰富的
色彩！”然后就不再说话，
静眺远方。

一晃，父亲离开已经
三年，我常在梦里梦见
他。我幻想，有一天，在梦
中，我们坐在松花江岸，在
金黄柔和的夕阳光影中，
畅谈人、生活、时代……

忆
父
亲

■ 人物档案

张祯麒（1934
年 5 月—2020 年
11月24日），海南
海口人。著名版
画家，“北大荒版
画”先驱、开创者
之一。曾任中国
版画家协会理事，
黑龙江省美术家
协会副主席，黑龙
江省版画院副院
长。作品参加历
届中国大型美术
展和版画展，并多
次获奖。《牧归》等
14幅作品为中国
美术馆收藏。出
版有《张祯麒版画
集》《艺术与生活》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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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归》（1960年）。

《乌苏里江晚眺》
（1960年）

《完达山的冬天》（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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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1987年）

年轻的张祯麒在写生。

创作中的张祯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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