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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张画都是生命
的瞬间

零落、晨光、花影，杂草丛
生的湿地、肆意生长的繁花
……一幅幅“笔触织物”的画
作，在美术馆的展厅中挂起。

马杰在画里，用看似野蛮
实则自然的笔法描摹着风花
雪月：是透过密林倒映着晨光
的湖面，是充满生机的翠草，
是岸边的枯木。

不同于寻常的油画，在画
布上，马杰用饱蘸稀薄明亮颜
色的笔，涂抹下自由奔放的笔
触。远看是静态的花草，近
看，则每一笔都给人以强烈动
势，能把人带入一种神秘的特
殊境界——或静谧，或张狂，
或压抑，或奔放。

为什么要创作这样一系
列“不走寻常路”的油画作
品？马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他想打破对传统油画的理解，
抒发出他当下的情感，“我是
在用我的笔触表达我的内心，
构建一个新的油画世界。这
一幅幅画是我构建的油画大
厦的基石，每一张画都是我生
命的一个瞬间。”

当画笔在纸上滑动，生命
的瞬间也在人生的长河中流
动。

在马杰看来，当下的笔，
画出了当下想法，记录的是人
生的瞬间、此刻的时间。这就
赋予了油画作品更深刻的含
义：“如果观众通过笔触读懂
了画家的内心，两个生命体就
产生了共鸣。”

在马杰的作品中，有许多
远看具象、近观抽象的油画。

比如一幅名为《繁花》的
作品，远看是一束茂盛的繁
花，下方有翠绿的枝叶衬托。
走近细看，你会发现每一个笔
触都显得杂乱无章，甚至和花
毫不沾边。但通过笔触的堆
叠，色彩的搭配，所有无序的
线条组合在一起，竟有了繁花
的生命力。

细看马杰这组油画作品，
几乎所有的画都如同《繁花》
这样，没有具象的表达。“这种
朦胧的视觉感，是一种追求形
式的艺术语言，是一种没有临
摹、没有模仿的创新，这是我
的油画探索。”马杰说。

他接着解释道，这样的绘
画手法不是乱画的过程，而是

“解码”“编码”的过程。作画
者首先要学会“解码”，即把所
看到的世间万物，以融汇了心
理体验、个人经历的眼光来解
读，再通过笔触的“编码”，把
事物呈现为笔下的符号。“这
个过程，就是日常所见升华为
艺术作品的过程。”

用生命来表达生命

马杰的这系列油画作品，
95%的创作对象是植物。他
说：“植物是有生命的，我的笔
触也有生命，我想用生命来表
达生命。”

在绘画类别中，花卉草木
被归置到“静物”这一类别之
中。“静物”的英文单词是

“stilllife”，而这个单词源自
荷兰语“stilleven”，意为“静
止的生命”。马杰的画，虽然
主角都是静物，但一点也不像

“静止的生命”，反而充满了生
命的张力。

这些画作仿佛是马杰内
心深处的情感流淌，每一笔、
每一画都充满了他对生命的
感悟。从《繁花》的茂盛，到
《翠》的深邃；从《生长》的挣
扎，到《花间集》的唯美。他这
一系列作品无不体现出狂中
有细、细中有精的艺术特色。

“绘画所建立的世界，和
自然世界是两个概念。”马杰
介绍，他的油画不仅为了表现
自然世界的生命力，更重要的
是赋予自然世界以人的情感
和生命体验。

他列举了画家齐白石的
例子：齐白石的画画得好，不
是因为他画得像，而是因为他
的画表现了他的情感，蕴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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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触，是笔在纸上留
下的痕迹；织物，是线与
线之间的勾连。那么何
为“笔触织物”？

6月17日，海南师范
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马杰
在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
院东馆展厅举办了个人
油画作品展。该展以“笔
触织物”为主题，展出了
50幅油画。这些作品以
笔触为创作主线，探索油
画艺术表现的形式语言；
以织物为创作方式，展示
艺术的编织风格。

一捧花、一丛草、一
棵树，从一种颜色开始，
马杰的“笔触织物”作品
把不同的视觉元素进行
抽象化表达，再进行相互
叠加，使作品介于具象和
抽象之间，令整个画展越
看越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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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生命片段，引起了许多人的
共鸣。

在更高境界的艺术层面，评
判一件艺术作品好不好并不是
以好不好看为标准的。“在创作

‘笔触织物’系列画作时，我没有
考虑过这些画会产生哪些社会
效果，我只想把我对生命的真实
感受表达出来。”马杰说。

马杰用笔触的色彩与布局，
构建了一个自然界的视觉空间，
让画布从平面变得立体。在创
作过程中，他并没有参照事物，
而是一切从感受和经验出发。

“我遵循着绘画过程中的感觉，
我就看着一堆花，用不同的感受
去表现，这样的绘画才真的具有
生命力。”

艺术永远是未知的

绘画和作诗一样，有时也讲
究灵感的迸发。“偶发的事物，往
往具有创新性。”马杰又谈到了
毕加索，毕加索在绘画时会去破
坏一个已经构架好的画面，“构
架好的东西，代表着理性、完善，
但它也预示着僵化，毕加索的破
坏让原本的构架产生了新的化
学反应，这是联想，也是灵感。”

于是，马杰打破了人们常规
的预判。

在他的画里，花没有瓣，但
能让人看见它盛放时的明媚与
凋零时的黯然；草没有叶，但看
着它的跃动，让人们仿佛能听见
风吹过的沙沙声响；甚至是象没
有鼻，但通过黑白颜料的叠加混
合，大家能看出象的影子……

“打破常规让艺术有了新的
生命力。”这是马杰在创作中一
贯追求的，如果一切都定型，那
么一切都“死”了，“在艺术上，模
仿是毫无意义的。”马杰说。

从这个角度看，马杰认为绘
画是生命的延续，因为“不走寻
常路”的画，超越了创作者的自
我，代表着充满希望的未来。

这样的创作方式和理念，也
让马杰更加深信艺术永远处在
未知的状态，是随着人的思想随
时可变动的。

正如他所创作的画，打破了
生物学、物理学的规律，形成了
一种自己和自己的灵魂对话的
艺术语言体系。

黑格尔把社会中的人类不
得不熬过的无聊日子称为“沉闷
的编织”。马杰的学员李星良评
价道，马杰的这类绘画似乎是这
种“沉闷编织”的结果。在他身
上看不到艺术家性格的两个极
端——既没有张扬的个性，也不
是抑郁体质。

“他像个哲学家，一直探索
用晦涩的绘画语言表达他对油
画艺术对象的晦涩理解，经过多
年‘沉闷的编织’，他创造了他的
绘画语言，即他独特的‘笔触’。
他用他的‘笔触’语言，创作出具
有鲜明‘马杰笔触’特征的‘织
物’。”李星良如此评价。

马杰透露，用“笔触织物”的
手法画植物，只是当前的一个过
渡期，他还将探索更多适合于这
种画风的绘画对象，尤其是以传
统中国绘画作尝试。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