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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3日，一场交织着音乐与

绘画、情感、共奏的“江南忆 最忆潘鸿海”

的活动在杭州陶氏艺术馆举行。著名画

家潘鸿海先生于2023年1月3日在杭州

逝世。本文为浙江省漫画家协会主席陶

小明撰写的纪念文章，借此缅怀人们所敬

仰的潘鸿海先生。 ——编者

2023年元月三日晨，惊悉潘鸿海先生

与世长辞！一颗耀眼的油画巨星陨落，消

失在这个寒冷的冬夜里……

我无法宣泄自己难以言状的情绪，惟

有巨大的痛楚压得我大哭一场，如此心

境，唯有自知！

潘鸿海先生不仅是中国著名的油画

家，浙江画院原院长，他还是我的恩师。对

我而言，他就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在他手下

工作整整十六年。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朝

夕相处，配合默契，且在他直接领导下，把

工作做好，仅此一项都让人值得追忆。

1992年下半年的一次酒会上，还是一

头黑发的潘鸿海院长迈着矫健的步伐，走

到我的跟前。“你明天到浙江画院来上

班。”这位出生于上海梅陇镇的油画家其

装束打扮总是很“海派”，他风度翩翩，宽

边眼镜后面闪动着一双冷峻的双眼，快人

快语且不由分说。

当然正式任命是1993年一月份的浙

画院1号文件，任命我为浙江画院艺术事

务所画廊总经理及法人代表。从此我在

他的领导下，度过了生命中一段难忘的美

好岁月。

浙江画院是一家美术创作和研究的

学术团体，潘鸿海先生是驻院的领导。他

每天总是关起门来，一面创作一面办公，

我们也总是不断地推门进来，看着他画

画，一边聊天一边汇报工作，而且常常大

言不惭地说：一进门我们就是潘老师入室

弟子、一关门就是潘老师的关门弟子！

我对这位声名显赫的油画家的敬仰

还可以追溯得更久一点。1975年杭州市

工人文化宫开办第一期工人美术培训班，

潘鸿海就是我们的油画老师。时隔多年

后，当我正式在他的身边时，却放弃了这

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没有续上年轻时学

画油画的梦想，成为在潘鸿海先生领导之

下的一名艺术经纪人。

潘老师的院长办公室其实并不大，严

格说来更像是个画室，墙上挂满了油画，

画架上永远是一幅正在创作或者即将完

工的作品。

他面对画架，只要一拿起画笔，可以

坐到半天不起身。他抽烟极凶，经常是一

支接着一支，整个画室烟雾缭绕，烟灰缸

里的烟蒂不一会儿功夫又满了。所以有

时我们进去，他正好可以小憩一下，他会

放下油画笔，很乐意与我们多说上几句

话。

看潘鸿海先生创作油画是美的熏陶，

与他聊天也是一种轻松愉快的享受！因

为他从来不摆院长的架子，从来不打官

腔，他说话喜欢一针见血、爱憎分明，有啥

说啥，尖刀直入主题，没有废话和套话。

有时候他会抽着烟、踱步走到画院另

一端的艺术事务所办公室，与我们谈谈画

院要举办什么展览，我们应该如何做好配

合工作。

于是就有了“江南风景油画展”，先是

跨过了罗湖挢到了香港，继而到了马来西

亚、印度尼西亚。潘鸿海先生以他高超的

油画艺术感染力，把江南的风景、温婉的

少女描绘得细腻入微；其作品令人愉悦，

在获得美感的同时萌生对水乡江南的向

往，江南的风情在他的笔下风靡了整个东

南亚。于是就有了“名家书画进入百姓

家”的活动，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武林广

场，浙江展览馆成了中国画的“海洋”，一

幅幅书画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于是也有

了“纪念陆俨少院长逝世十周年”的活动，

120幅陆俨少先生的精品画作亮相于浙江

画院。等等……

当然在潘鸿海院长的领导下，我们也

丝毫没有懈怠，没有辜负他的信任。在长

达16年的艺术品经营中，都能较好地完

成浙江画院给我们的任务。此生，幸遇有

这样的领导，足矣！

即便是潘鸿海先生从院长的岗位上

退了下来，即便是我已离开了浙江画院艺

术事务所，我们的交往依然情真，他对我

的工作依然给予了关心和支持。

他曾说：“对我而言，江南是我内心深

处排遣不去的情绪，生于斯，长于斯，江南

是梦，天人合一。”令人扼腕痛惜的是，他

走了，永远地离开了他所热爱的江南。

潘鸿海先生留给世人的作品和他的

人品，宽容豁达仿佛是他名字中偏旁中的

“九点水”，化作江南的春雨润泽无声，有

如鸿蒙初致，恍兮惚兮，有如余音绕梁，如

痴如醉！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浙江省美术家协

会主席高世名先生是这样说的：“潘先生

魂归道山，他的音容笑貌犹在我们心中，

他所创格的‘一片江南’永存世间。”

江南忆！能不忆鸿海！

江南忆，最忆是鸿海
■陶小明

江南忆，最忆是鸿海
■陶小明

每一个生命都有表现的欲望，都是表

现的载体，今年3月16日在江苏大剧院即

将举办的“青春飞扬版画展”便是表现的

机缘。全国的青年版画家将用版画的方

式诠释青春诠释艺术，无所拘碍恣肆放

纵，或者纵凡俪俚，或者闲逸恬淡，为自己

也为历史留下了青春的真挚。其中许多

优秀作品在两个方面值得关注与思考，一

是痕迹与符号，二是再现与表现。

版画语言的本质和其它绘画手段一

样，都是建构于“痕迹”的基点，就像音乐的

语言是声响的痕迹，舞蹈的语言是动作的

痕迹，书法的语言是笔墨的痕迹。有痕迹

即有语言的觉悟，有语言即有表现的追求，

有表现即有文化的涵蓄、精神的伸张。版

画因物性作用而产生的痕迹，要依赖画家

人性的判断，画家的人性与材质的物性在

矛盾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版画个性的语言

本质。《青春飞扬》的历届展览中，许多青年

版画家正是以自己敏锐的青春生命去体验

去感觉版画材质的物性价值，并唤醒了这

一价值的潜质，丰富了这一价值的表现，让

传统的版画本体语言有了质的变化并由此

带来更多新的表现可能。

痕迹无处不在，在未与符号的主观认

定相遇时，它的存在没有任何意义，美国

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查尔斯·W·皮尔斯

对符号如何代表事物或概念，如何通过交

流实现意义的传递都对痕迹与符号的关

系有着深入地研判。他认为符号的三个

要素，即符号本身（表示形式）、所指（表示

对象）以及符号用户（符号的解释者）是在

相互作用中共同构成了符号的意义。

而当痕迹的客观存在与符号的主观

识别相互作用后，痕迹才因此被赋予了版

画表现的意义。中国当代版画代表了当

代艺术最新的认知与理念，却并不是照搬

或抄袭西方艺义，尤其是以《青春飞扬》所

聚集的青年版画精锐一直在找东方的审

美基因，和欧洲不同的审美涵养，尤其是

在版画痕迹的感性与形式符号的理性之

间，在动态的感性与固态的理性之间，他

们的探索与创作都更多地展示了中国版

画的进步，都强调着艺术思想的升华。

另外青年版画家的水平往往体现在

痕迹与符号两者的平衡观上，画面中表现

诸元的关系常常以平衡相邀约，偏向于哪

一端都会在不平衡中惶恐不安，不断的创

作实践实际都是在寻找再次平衡的可能，

而对形而上的不平衡更多的是源于画家

自身平衡机制的特点，或偏重痕迹——感

性，或偏重符号——理性，高度的平衡是

克服了生理的偏重而达到心理的平衡，心

理平衡决定了画面构成关系诸元的平衡。

好的画家创造了痕迹，表现了符号。

一般画家消融了痕迹，再现了符号。

感性的消融与理性的再现带出了再现与

表现的矛盾，青年版画家审美思想不能独立，

再现生活，图解现实就只是对痕迹的滥用和

对符号的浅见，艺术的表现就没任何意义。

每一幅创作都应该是画中有话，都承载着你

的所思所想，形式与技能人人努力都不难获

得。许多青年版画家在有了些许成就后即面

临创作的瓶颈期，不知道下面的路该怎样去

走，这时不妨停下来多想想问题，从艺术表现

的本能去想表现的意识，从表现的欲望去提

升表现的能力，从表现的技能去感受表现的

意志，从表现的文化去体验表现的精神。人

与人的比较在精神，精神涵盖了空间的大小

与时间的长短，而与艺术同在。

青年版画家最忌讳的是有了一点薄

名，从此便在艺术上一直重复自己，技法

精湛却了无新意，声名日隆却无可期盼，

这在中国许多名头响亮的画家已是惯例

惯性，不论哪个绘画门类都盛产过这类不

进取不上进的“大师名家”，世界上最可怕

的也正是假艺术之名而实无创造之心。

“年少轻衫细马步，十字津头一字

行”，《青春飞扬》的展览因为坚持创造的

精神而永远飞扬！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美协版

画艺委会主任）

坚持创造 飞扬精神
■代大权

田云龙 冬林乐章 139×118cm
水印木刻 2021年

潘鸿海 水乡 126×118cm潘鸿海 水乡 126×118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