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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潮画坛风采画家

17 世纪初的欧洲大陆，一种全
新的艺术浪潮正在突破文艺复兴构
建的理性框架，这便是被后世称为

“巴洛克”的艺术风格。这种充满运动
感和情感张力的艺术形式，不仅重塑
了欧洲的视觉文化格局，更为后世的
艺术发展埋下无数可能性的种子。

发源于罗马的巴洛克风格，其名
称源于葡萄牙语单词“barroco”，原
意指的是“形状不规则的
珍珠”，这一词源也暗示着
这种艺术形式打破了古典
均衡的特质。艺术史家海
因里希·韦尔夫林在《文艺
复兴与巴洛克》中指出：巴
洛克艺术的核心在于用运
动替代静止，用无限取代
有限。这种美学追求在绘
画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巴洛克风格的艺术家
创造了一套完整的视觉语
法。他们突破文艺复兴绘
画的平面构图，通过对角
线布局和螺旋形结构创造
空间深度，明暗对比法的
成熟运用让画面产生剧场
舞台般的灯光效果，人物
形象常以极具动感的姿态
突破画面边界。在色彩运
用上，暖色调开始取代古
典主义的冷峻配色，金色、
深红与普鲁士蓝在画布上
交相辉映，让画面充满流
动的张力。

巴洛克风格的这一视
觉策略在米兰的天才画家
米开朗基罗·梅里西·达·
卡拉瓦乔手中达到全新高
度。他忠实践行着现实主
义的手法，笔下的圣徒拥
有市井平民的粗糙手掌和
沾满尘土的赤脚，却因强
烈的光影对比而显得神
圣。在《圣马太蒙召》中，卡
拉瓦乔精心构建了一个逼
真的室内场景，在画面中
采用了标志性的明暗对比
手法，一束强烈的光线从
耶稣的方向照射而来，指
引观者注意画面内容的真
正主角马太，增强了画面
的立体感与视觉流动性。

卡拉瓦乔开创的“暗
色调主义”彻底改变了宗
教绘画的表现方式。他所
开创的将神圣事件植入日
常场景的大胆手法，既符合特伦特会
议“艺术应通俗易懂”的要求，又赋予
宗教叙事前所未有的情感冲击力。艺
术史家罗伯特·隆吉认为，卡拉瓦乔通
过“将天堂拉回人间”的方式，实现了
宗教艺术从说教到体验的本质转变。

这种颠覆性的创作理念随着卡
拉瓦乔追随者的足迹传遍欧洲，在西

班牙、法国、荷兰等地催生出各具特
色的巴洛克艺术支流。其中极具代表
性的“继承者”之一是荷兰黄金时代
的现实主义巨匠伦勃朗，他承袭了卡
拉瓦乔的强烈光影对比手法，用于表
现对现实世界深刻的人文关怀。

当卡拉瓦乔在意大利掀起现实
主义的革命时，佛兰德斯的彼得·保
罗·鲁本斯正在创造另一种巴洛克艺

术典型。这位精通七国语
言的精英画家，将威尼斯
画派的色彩传统与北欧艺
术的精细刻画完美融合。
鲁本斯在《法厄同的坠落》
中充分展现了巴洛克绘画
的典型特征：法厄同从无
法控制太阳车从空中坠
落，身后天空、云彩与落日
余晖共同流转，人与马的
动态表现出了旋转的、混
乱的极致动感，利用强烈
的明暗对比，使观者能够
切身体会到场面的悲剧性
和紧迫感。

比较两位巴洛克大师
的艺术语言，卡拉瓦乔通
过光影强调瞬间的戏剧性
冲突，鲁本斯则擅长用流
动的笔触和色彩营造神话
场面的恢宏气势。前者画
中的光如利剑刺破黑暗，
后者笔下的光则如丝绸般
包裹形体。这种差异也体
现出巴洛克艺术的复杂内
核，使巴洛克成为首个真
正意义上的“国际艺术风
格”。

巴洛克绘画的影响并
非局限于自己的时代。后
世的艺术家保持了对巴洛
克光影与画面张力的继
承。艺术史家肯尼斯·克拉
克曾断言：“整个现代艺术
史都是与巴洛克传统的持
续对话。”这种跨越时空的
影响力，源自巴洛克艺术对
人性复杂面的深刻把握
——既赞美现世生活和人
物情感的丰饶，又敬畏神
话故事的伟力。

当我们重新审视巴洛
克时代的画布，看到的不
仅是技巧的革新，更是人
类认知方式的转变。那些
旋转的云层、飞舞的衣
褶、瞬息万变的光影，共

同构成一个处于永恒运动中的世界
图景。在这个视觉体系里，神圣与世
俗的界限被重新划定，情感体验获
得了与理性认知同等的地位。或许
正是这种对生命复杂性的诚实呈
现，使得巴洛克艺术历经四个世纪
依然充满生命力，持续给予当代创
作者启示与灵感。

巴
洛
克

巴
洛
克

巴
洛
克

巴
洛
克

巴
洛
克

巴
洛
克

巴
洛
克

巴
洛
克

巴
洛
克

巴
洛
克

巴
洛
克

巴
洛
克

巴
洛
克

巴
洛
克

巴
洛
克

巴
洛
克

巴
洛
克

巴
洛
克

巴
洛
克

巴
洛
克

巴
洛
克

巴
洛
克

巴
洛
克

巴
洛
克

巴
洛
克

巴
洛
克

巴
洛
克

巴
洛
克

巴
洛
克

巴
洛
克

巴
洛
克

巴
洛
克

巴
洛
克——

——

光
影
交
织
中
的
运
动
与
激
情

光
影
交
织
中
的
运
动
与
激
情

光
影
交
织
中
的
运
动
与
激
情

光
影
交
织
中
的
运
动
与
激
情

光
影
交
织
中
的
运
动
与
激
情

光
影
交
织
中
的
运
动
与
激
情

光
影
交
织
中
的
运
动
与
激
情

光
影
交
织
中
的
运
动
与
激
情

光
影
交
织
中
的
运
动
与
激
情

光
影
交
织
中
的
运
动
与
激
情

光
影
交
织
中
的
运
动
与
激
情

光
影
交
织
中
的
运
动
与
激
情

光
影
交
织
中
的
运
动
与
激
情

光
影
交
织
中
的
运
动
与
激
情

光
影
交
织
中
的
运
动
与
激
情

光
影
交
织
中
的
运
动
与
激
情

光
影
交
织
中
的
运
动
与
激
情

光
影
交
织
中
的
运
动
与
激
情

光
影
交
织
中
的
运
动
与
激
情

光
影
交
织
中
的
运
动
与
激
情

光
影
交
织
中
的
运
动
与
激
情

光
影
交
织
中
的
运
动
与
激
情

光
影
交
织
中
的
运
动
与
激
情

光
影
交
织
中
的
运
动
与
激
情

光
影
交
织
中
的
运
动
与
激
情

光
影
交
织
中
的
运
动
与
激
情

光
影
交
织
中
的
运
动
与
激
情

光
影
交
织
中
的
运
动
与
激
情

光
影
交
织
中
的
运
动
与
激
情

光
影
交
织
中
的
运
动
与
激
情

光
影
交
织
中
的
运
动
与
激
情

光
影
交
织
中
的
运
动
与
激
情

光
影
交
织
中
的
运
动
与
激
情

☉
陈
紫
诺

文/

供
图

法厄同的坠落（油画） 鲁本斯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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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未曾入伍却深植军旅情怀的画
家，作品被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城楼等
国家殿堂珍藏；他热爱军队，尊崇军人，虽没能
穿上军装，但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的军营，为
战士们作画；他创作的 135米红色长卷，以笔墨
再现中国革命史诗；他的画作作为国礼赠予联
合国与巴林王国，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他，就是一级美术师、国防大学原美术书法
研究院副院长杨幸郎。

从小小连环画到世界殿堂

1959年，杨幸郎出生于福建漳州长泰坂里
乡一个普通的农家。闽南深厚的文化底蕴滋养
了他的艺术天赋。少年时期，他就展现出对绘画
的浓厚兴趣和过人天赋。“记得上学时，我最喜
欢临摹连环画的插图，常常因为画得太入神而
忘记时间。”杨幸郎回忆道，当时坂里乡交通不
便，读中学的他在美术老师的启蒙下练习绘画
基本技巧，用白描练习连环画。后来走出大山，
先后求学于集美师专、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
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有缘认识很多大画家，
在著名鉴定大师、《清明上河图》发现者、专家杨
仁凯先生推荐下，和著名画家关山月大师结缘，
在大师指导下，主攻山水、梅、花，笔耕不辍并逐
渐走向成熟，并形成了自己厚重雄浑、浩渺飘逸
的艺术风格。

数十年来，他足迹遍及祖国山川，擅长山
水、花鸟、写实与意象，从井冈云海到江南春色，
从黄山奇景到北国风光，自然万象皆化为笔下
生机。“艺术唯有根植生活，与时代同步，方能
获得持久生命力。”杨幸郎始终将创作与家国
命运相连。其作品《江山多娇》《飞泉珠玉作琴
鸣》《红日照群山》《春光》《红色春天》等先后被
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天安门、中央军委八一大
楼、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花开富
贵》作为国礼由巴林王国永久收藏；《国花》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藏。2013年作为中国文化
艺术代表团代表参加联合国公共行政日活动。
2018 年，他更被授予“中国亚太经济合作中心

国务外事国宾礼特供艺术家”“中国国务外事国
宾礼形象大使”称号。

笔墨丹青绘就军旅情怀

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杨幸郎的画作逐渐
具备了独特的风格，并在北京、新加坡、马来西
亚、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等成功举办
了个人画展。

2001年，成名之后的杨幸郎受聘于国防大
学美术书法研究院。到部队后，杨幸郎更是将自
己敏锐的艺术触角，深深根植于基层部队和官
兵之中。“我经常深入训练一线采风，在与官兵
的交流中，总会有灵感迸发。犹记得第一次下连
队采风时，看到战士们训练的场景，那种阳光之
美深深震撼了我。”杨幸郎说。从此，军旅题材成
了他创作的主旋律。据不完全统计，多年来，杨
幸郎虽未身着戎装，却以艺术投身强军事业，他
为全军各大军区创作书画作品获得荣誉证书
300多本。

201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一幅长
达 135 米、高 1.5 米巨幅泼彩中国画《红色记忆
高山仰止》在福建省美术馆震撼亮相。这幅杨幸
郎倾注十年心血的作品，大胆突破传统取材范
围，以大写意、大泼墨的手法串联南湖红船、井
冈星火、遵义曙光、延安宝塔等新中国革命历程
中极富象征意蕴的重要事件或符号，艺术再现
了新中国艰难曲折的革命历程。

其将虚与实，远与近，浓与淡，明与暗简约
组合，天水无界。其笔触展示的浑厚凝重的多
层次重叠积染，恰到好处地烘托了大自然的恬
静与灵动，同时透过酣畅淋漓的笔墨，展示气
势恢宏磅礴。“百米画卷不仅是技法的突破，更
是对革命精神的致敬。”杨幸郎坦言，创作中他
反复研读党史军史，甚至重走长征路，只为捕捉
历史瞬间的神韵。该作品在全国巡展时引发强
烈反响。

此外，其创作的《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巍巍
井冈山》等更是成为部队红色教育的生动教材。
作品多次发表于解放军画报、解放军报、解放军
生活杂志、解放军文艺，论文作品多次发表于

《国画家》刊物，并出版 10余部不同风格的国画
专集。其作品连续多年入选军事文化节，2022年

《红色春天》获“军旅美术作品入围奖”，《解放军
画报》《解放军报》多次专题报道其艺术成就。

“我的遗憾是未能从军，但能用画笔服务军队，
此生无憾。”杨幸郎说。

“仙子”归处再绘故园乡情

青年时期的杨幸郎徜徉于水墨山水之间，
在氤氲墨色与朦胧光雾中捕捉自然生命的律
动；步入中年后，他潜心探索彩墨山水的艺术秘
境，以遒劲墨线与斑斓色块谱写红色史诗。始终
心怀桑梓的他，最终选择以画笔反哺故土，在漳
州的水仙花田里找到了艺术生命的二次绽放。

在中国，水仙花以漳州盛产品种最为著名。
每年，有数百万粒水仙花球远销世界各地。为了
更好地表达内心对水仙花的喜爱，2018年他返
回家乡漳州，并走进水仙花生产基地，晨曦中沾
露的花苞，暮色里低垂的玉盏……都成为他画
本上跃动的精灵。

“水仙花算是我寻找故乡记忆的寄托，画起
来非常畅快，一画就是一整天。”杨幸郎向记者
介绍，水仙花的独特魅力和内涵，给他丰富的
灵感，让他得以构架出具有自己独特行为风
韵的艺术空间。历经数月的潜心创作，《漳州
水仙花》画集在 2019 年由厦门大学出版社正
式出版。其以粗犷大写的笔意将色墨交融，墨
色互渗的着色泼墨技法发挥得淋漓尽致，色
彩饱和而不浊的清韵雅致，不但显现出了水
仙花的玉立风姿和冰清玉洁的品性，更彰显
了它“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的
风韵。其中多幅作品还在中国国家画院（国展）
美术中心展出。

如今的杨幸郎还是厦门大学艺术学院一名
客座教授，他常常跟学生说：“艺术创作就像一
场修行，需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在他看
来，艺术家的价值不仅在于创作了多少作品，更
在于通过这些作品传递了怎样的精神力量。

去年，杨幸郎在全国办了4场国防教育红色
主题巡回展。今年他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热
情，“只要还能拿起画笔，我就会一直画下去。”
杨幸郎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丹青铸军魂 笔墨写山河
——杨幸郎的艺术人生与家国情怀

☉程 琳 文/供图

杨幸郎正在创作毛泽东诗意图

川江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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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日东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