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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宜明是文革以后成长起来的画家，

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非常有代表性的艺术

家。在那个岁月，他画了很多幅注定会在

中国美术史留下浓重痕迹的画。当年他与

他的同伴率先突破了理论思想、艺术思想

的禁锢，以非凡的勇气和才能创作出一批

反映文革和知青题材的作品，引起很大反

响，如与刘宇廉、李斌于 1978 年合作的连

环画《伤痕》《枫》等，一反那些流行的虚假

艺术模式，以真挚的情感，新颖的形式，高

度写实的艺术手法再现了历史的真相，受

到美术界同行的普遍关注。

陈宜明当时的作品能够深刻描绘知青

的生活，这和画家当时也是知青，有着第一

手的生活体验不无关系。1968年他作为知

青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那边呆了七

八年时间，一直搞绘画和创作，可以说他的

绘画根基是从那时打下的。许多人很喜欢

《我们这代人》这幅作品，其原因就是本质

和真诚，因为这种场面他是真正经历过的。

多少年过去了，当时的年轻人已迈过

了花甲之年。现在的陈宜明仍然以理性的

思索和平静的心态，坚持不懈地在他自己

的轨道上从事艺术实践，不同的是，今天的

他移情于自然风景的绘画。

他坚持在平淡的生活中去发现画意，

探寻坚实又朴素的艺术语言。近几年他创

作出一批反映他自己周围生活的油画作

品，在不大的尺幅之中，尽显山河风采与画

家情思，使人感觉清新、舒畅又耐人寻味。

最近在赛丽美术馆展览的作品是一个

系列同一个主题，在画里能看到他的追求、

自信，也有迷茫和坚持，这是一个真画家的

状态，面对同样一个景，能画出不同的感

觉，这绝不是照搬一个对象就能画出来

的。他们那一代人，既有驾驭传统绘画的

能力，又有对新知识的理解，更具有探索

精神。

世上许多大画家都有面对同一景物

作反复描绘的案例，莫奈如此，塞尚、莫兰

迪更是如此，并非这个对象有多么入画，而

是这个对象经过反复观察描绘（起初可能

是出于无奈），渐渐变为了你的心中之物。

日复一日，你对此景的看法已不会只停留

在表象的一草一木或某块颜色上，你对它

的了解已是全方位立体的。外表的变化其

实是随你的感觉而来的，画面的顺与不顺，

其实是记录了你感觉的痕迹，因此有时不

必太纠结。——章晓明

在画展开幕式上，陈宜明表示：“我觉

得苦恼的其实是我们画东西太写实、太客

观，现在很多年轻艺术家在创作时更注重

主观的情绪和表达，而不是纯粹的刻画。

我的绘画已经不是很写实了，但这一步走

得太小。”

由此也可以看出，画家并不满足于过

去已有的成绩，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

后，如今追求的是油画本体语言的提炼，

在抛却宏大主题内涵和写实的束缚后，做

着一些删繁就简、尽显本真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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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过去的画VS现在的画 你喜欢哪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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