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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發展
——张洪祥师生作品展学术研讨会集评

1

张洪祥是一个非常质朴、正直的汉子，同时他也是一

个能工巧匠，可能这与潍坊发达的手工业有一定关系。他

做什么就成什么，做画框可以做得非常精致，画像也可以

做得很好，更厉害的是他甚至还可以做出航空模型。我一

直觉得张洪祥是个天才。

张洪祥在中国的油画界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很多人称

他是“北方的柯罗”，我要说他不比柯罗画的差，他应该

是中国的张洪祥，我们应该把张洪祥的名字叫得更响。张

洪祥是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我觉得山东油画有这么好

的条件，有张洪祥的带动，出现这么一批国内外的大牌，

我们在杭州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些弟子们在国内外都有很

大的影响，都对中国油画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这些后生们越来越厉害，远远比我们这一代要好，这些弟

子青出于蓝，定也能胜于蓝。

——白仁海（中国美术学院原副院长）

2

我想借这个机会谈两点：第一，搞艺术，我的体会有

两个字——忠诚。要忠诚于绘画，这一点上我和张洪祥老

师很相似，对艺术事业的忠诚，对油画事业的热爱，这是

成功的主要原因。很多人画画为难，于是放下画笔。可是

张洪祥再困难，哪怕没有饭吃，对他来说，画画都是最重

要的，这个精神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学习的。

第二，我看到这批中青年画家风格多样，非常成熟，

形式的追求也都各有自己的喜爱，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尤

其看到张洪祥老师的作品和他培养的这批学生的艺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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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之高，很多中青年画家已经成为全国油画的主力军，

作为从山东走出去的一位画家，我感到非常欣慰。孔子说

后生可畏，一代比一代强，山东油画的这种清晰脉络是非

常可贵的，张洪祥老师对山东油画艺术走向全国做出了很

大的贡献。

 ——张华青（南京艺术学院教授）

3

第一，张洪祥开创了真正苏派系统的油画教学。他的

教学非常的系统、严谨，讲解的东西非常清楚。 张洪祥

传承的苏派比较完整，强调印象派的色彩和冷暖变化，讲

究厚和薄，暗部的薄画法是古典的学演；厚涂直接画法，

画面的塑造有些表现，带一点写意，特别讲笔触的白和素，

还有边缘线的处理和灰调。张洪祥的灰调非常的妙，继承

了俄罗斯绘画的一些风格，印象派的冷暖变化也掌握得非

常到位，冷色调中有暖颜色，暖色调中有冷颜色，这些技

巧张洪祥老师用非常直观的表现教给我们。

第二，他开展了山东重点题材的油画。之前有画家画

过毛主席，之后就再没有这样的主题画，因为师范学院主

要画水彩、石膏像，甚至人体都没有，更不用谈油画的创

作。在油画创作领域他是开拓者，开创了本土性乡村题材

的油画。

第三，他拥有三项冠军，做画框的冠军；玩蛐蛐的冠

军；做航模的冠军，如果他现在继续做航模，也许都能到

达芬奇的高度了。

——李振才（山东艺术学院教授）

张洪祥  残阳如血 ( 局部）  61cm×91cm 布面油画 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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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洪祥  老桦树林  73cm×100cm 布面油画 2009 年

4

张洪祥先生的学术成就和他对待艺术的态度，可以用

八个字概括： “情真意切，实相传真”。

“情真”是说，张洪祥老师和一般画家不同，他的感

情是真挚的。他对待学生、老师是宽容、大度的，绘画都

是从内在感情出发的，这是艺术的本质特征之一。“意切”

是什么？现在的中国油画特别是风景画缺乏对形式意味的

感受和深究，而张洪祥老师在感情真挚的基础上，把中国

画或者是说具有东方意象的元素用到绘画上。张洪祥老师

的绘画在意向情真方面具有独到之处。《抓蟋蟀的地方》

《鲁西河川》所流露出的情感穿透力丝毫不亚于西方绘画。

这几张绘画作品代表了一个时代东方人研究西方绘画的典

范。

“实相传真”，这是因为洪祥老师一直主张贴近现实、

贴近生活。很多画家自认为很贴近生活，但其实并没有，

他们的作品画出的只是一种假象，或者说是生活的表面，

而且还误以为这种假象就是其中的内核。“实相传真”，

“真”是什么，这是我们经常一起探讨的问题。我认为“真”

就是把自己在自然中所见的生机勃勃的景象转化成艺术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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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真相，这是洪祥老师作为现实写实画家的一种独到的

情感表现。无论是《斗霸》《长街行》，还是后来所创作

的风景画、静物画，都传达出了一个艺术家在创作现场直

接发现的真相，然后把真相外化于形式，在这点上我觉得

是现在大多数画家应该去学习的。

——李广元（山东艺术学院教授）

5

张洪祥为人正直，对艺术执着追求，画风质朴浑厚，

油画本体语言丰富，为人民创作了很多优秀油画作品，是

我们油画界的佼佼者，我相信张洪祥的艺术必将迸发出更

加灿烂夺目的光彩。祝张洪祥师生油画作品展圆满成功。

——肖峰、宋韧（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6

今天的展览，叫传承与发展，对我们学生来说首先是

传承，是我们从老师那学到了什么。作为新中国恢复高考

后的第一批学生来讲，我们应该把张老师放到历史的角度

去看，去关照张老师艺术原本的意义。从这方面讲，我觉

得张老师的绘画应该定位在现实主义大师的位置上。

张老师是大型艺术创作中非常重要的画家，这在中国

油画史里面是为数不多的。今天我们谈到宏大叙事的创作，

那么，宏大叙事是画什么？很多人讲就是主题性绘画。其

实，不仅仅是主题性绘画。油画从产生开始，它的第一个

任务就是记录历史。随着艺术的发展，油画的职能、功能

有很大变化。但是我们今天到欧洲去看，还是有很多大型

的历史画创作，这是油画家的责任和担当，也是油画家存

在的价值所在。今天我们的艺术发展到现在已经是当代后

现代，宏大叙事这种绘画我们是否还需要？我们的教学和

这种创作主题有没有关系？我们从国家到各省市都在搞重

大历史题材作品创作，可是能画重大历史题材的人太少了。

所以宏大叙事和我们艺术高等教学又是什么关系呢？这都

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这次画展不仅梳理了山东美术，我觉得也是中国油画

的一个梳理，像这样一个油画群体，一群老先生们，他们

代表着中国油画是怎样发展到今天的。

——王力克（山东艺术学院院长）

7

我想这几点，基本上张老师的原话，也是对我的创作

和教学上有很大影响的几点：

第一，要做到有感而发。当时我们处在特别有感情的

年代，也都还年轻，荷尔蒙满满的，什么感情都敢于去表达。

第二，有了感情以后要收集素材。张老师说一定要有

生活，绘画作品从创作素材开始其实和生活连在一起的，

张老师养蛐蛐，做航模，好多事情，都是和创作连在一起的。

第三，张老师要求创作时要勾小稿，勾无数个小稿。

我们每次根据张老师的进度，经常跑到他工作室，我们学

着他的样子，觉得大画家就是那样，无比的崇拜。自己的

绘画也是像张老师那样勾无数个小稿，在勾小稿过程中张

老师说你不能画近，小稿要保持元气，要放在大画上。

第四，你画的那个小稿要有素描稿，当你觉得你的素

描稿没有问题时，这个时候你就要去看大师的绘画，看这

些大师是怎么去处理关于造型和透视的关系。当时我们理

解透视就是空间关系、近大远小。但张老师说不是，是人

物在透视中动感的变化，和中国美术史气韵生动是有关系

的，所以我今天一直给同学们说，千万不要小瞧透视，它

保证你的画面气韵生动，人的造型生动，人在运动当中变

化的不同。

第五，张老师说不能描摹小稿，不能往上点色，要充

满感受，重新感受绘画，用色彩塑造形体。这段是一个很

拉锯的过程，但是张老师说的很生动，当然最基础是冷暖

关系。我当时觉得张老师的画对我一生的创作特别有影响，

而且这种创作方式不是一个具体的技法，而是特别有源头

的创作方式。

 张老师那时候才 40 多岁，青壮年，汗毛胡子特别多，

特别瘦，特别有力度的，喝着浓茶，说着潍坊话，那个形

象对我毕生的艺术追求有着深远的影响。张老师就是我心

目中的男神。

——闫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油画艺委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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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的家乡是潍坊，潍坊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手

工业城市，在这个城市里边，很多人都有心灵手巧的特质。

我父亲是一个典型的潍坊人，在我幼年的记忆里面，父亲

经常会手工扎出特别漂亮的龙头风筝。

十五六年以前，我儿子上幼儿园，我父亲经常带他玩，

后来为了哄孩子玩，他就给他买航模，做航模，结果孩子

很快长大了，但是我父亲却成了一个航模迷，家里大大小

小的有几百件航模。他不是用现成的航模的模板来制作的，

而是去超市收集瓶装洗发水，各种塑料瓶，然后把它们打

磨精细，变成像纸一样的薄片。所以，那段时间我们家里

边所有的东西，包括脸盆，油桶，甚至是尿壶，经过他打

磨之后，再装上螺旋桨，发动机，马达之后，每一样东西

都能飞，特别好玩，很壮观。

到了近些年，我父亲退休之后，他在艺术创作上有一

些变化，更多的愿意吸取年轻人的一些带有当代意识和观

念的思想。我经常会跟他讲各种各样的现代绘画的流派、

主张，拿一些作品跟他交流。近十几年，他的心态更加开

放，而不是一个很封闭、很保守的状态，他经常会从一些

非常当代的艺术家的身上吸取一些营养，再回到他自己的

创作当中。

——张淳（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院长）

张洪祥  斗霸   200cm×450cm 布面油画 197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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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一点，这次活动最大的一个好处是，为我们山东油

画的发展脉络做了一个很好的梳理，算是一个起点，而且

这个展览的形式选的非常好，是师生展。

第二，我个人特别喜欢张老师的风景画，张老师的风

景画能够把本来毫无诗意的中原景色，画出另外一种韵味。

我们北方冬天可能比较肃杀，比较粗粝，很难画，但是张

老师能够画得这么富有诗意。

第三，西方的绘画在色彩上是有自己的一个规律的。

我想张洪祥老师肯定也有这样的绝招，要不然表现不出这

样一些东西。油画进到中国，而且 100 多年了，已经形成

自己的一种绘画语言，让这个语言充分中国化的过程中，

张洪祥老师做了非常了不起的尝试。我今天看他的画的时

候，他画的风景，尤其画中原山水，我不看风景，不看整

个物象，我盯着一点去看，我把它看成抽象的东西，这个

时候我发现张洪祥老师的笔触、色彩的组合状态的东西，

这里面有佛性、东方的道性这些形而上的东西，而且非常

好。我觉得张洪祥老师肯定是一位大师，肯定是一位杰出

的画家，这个在美术史上毫无疑问。

第四，张洪祥老师爱好很多，像斗蟋蟀、做航模。作

为画家，从他的人本上去研究显然是不够深入的，一定要

联系画家本人去做研究，这样才能正确地理解，真正地把

握这个画家本质性的一种性情或者性格是什么。我想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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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上，不仅仅当作娱乐，是一种玩。实际上能做航模的

人一定有科学思维，这恰恰是西方油画的基础。斗蟋蟀，

是中国式的娱乐，中国人把蟋蟀当成是一个玩的东西，好

多大收藏家都在玩这个东西，它渗透着中国一种养生，道

家的东西。这种东西看起来毫无关系，但是恰恰在这一点

上，张洪祥老师在同然的意义上把养蟋蟀和航母高科技的

东西融为一体。而且他画画，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做了中

西的调和、一种融汇。

研究张洪祥老师，得“走出文本研究，进入人”，因

为张老本身就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纯粹文本研究只是呈

现出来那个东西的表面，而背后的很多东西要观察活生生

的人，要观察这个人，通过他的言行、爱好，才能呈现出

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的张洪祥。

——刘溪（济南市文联党组书记）

10

看张老师画画的感觉很过瘾，比如《十里蝉鸣》，我

看到这个画总能闻到泥土或者青草的味道。张老师小时候

玩耍的地方是虞河，他会把虞河的气息画出来，有时候我

看他的画，能够从他的画当中感受到一个是气味，一个是

声音，一个是温度。我们看傅抱石的山水，我们看到的不

是山的形状，而是听到了山的声音。看张老师的画就有这

种感觉，张老师这些创作特点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

代又一代人的成长。

张老师有做事情一定做好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他做事

的态度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艺术就像宗教一样，需要非常

虔诚的一种精神、一种状态才能表达出艺术的真实，因为

艺术就是求真的。张老师的艺术精神和艺术态度永远是我

的榜样和楷模，他会影响我一生。

——沈光伟（山东艺术学院教授）

11

今天我们的教育是学院式的教育，大批量招生、产业

化，这种毁坏人的教育，不自觉地模式，西方人放弃的东西，

改革开放后我们全拣来了。我们经过反思，想扔的时候却

非常难。这不只体现在我们艺术学科，也在别的学科。从

今天的展览来看，张老师在过去特殊的教育形式下没有失

真，是从爱进行教育的。我觉得今天回顾张老师的教学过

程 ，回顾历史的时候，还有在回头看张老师作品的时候，

我们应该可以从张老师的作品当中体会到创作规律的真谛

是什么。

张老师用人格关怀打动了学生，让学生成为艺术家，

接受的不是单纯的知识，接受的是爱的教育，对真性的感

悟。张老师的魅力就在于他是一个很真诚的人，他的人格

永远感动我们，他的这些财富与他的绘画成就一样，值得

我们继承，是我们共同拥有的财富。

——毛岱宗（山东艺术学院教授）

12
 

“张洪祥师生作品展”这个展览为什么要办，办的意

义应该是什么，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一个回忆、回顾，更

多的是重新给张老师作一个定位。我想从个人对中国美术

发展的体验，来给张老师做一个定位。围绕“本土性”问

题，从三个角度简明扼要地分析一下。

第一，张老师人性的本土性。在张老师的创作中我们

能找到一种原生性的东西，这种原生性现在很难找到。张

老师本土化、人性化在哪里？是在他的家乡文化里面。鲁

迅说过，“水管里流出的还是水，血管里流出来的还是血。”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对家乡文化不在意，当年龄不断增长

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东西是变不了的。张老师的本性来

自潍坊民间环境的滋养：一个是养蛐蛐，一个是扎风筝。

张老师用斗蛐蛐、养蛐蛐的生活状态，将自我的感情寄托

于一个想象的世界，一个真正物化的世界，达到一种物我

两忘的境界，我认为这和庄周梦蝶有异曲同工之妙。扎风

筝具有一定的规则性，角度不对，风筝是飞不起来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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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洪祥  渔家造船厂  60cm×90cm 布面油画 2012 年

不仅需要手和人的规则性，更需要人与自然的协调性。潍

坊文化是中原文化中比较发达的地区，这种本土文化的自

然滋养，使得张老师的创作与本土的文化紧紧地相融在一

起。

第二，艺术本土性。张老师被称为“北方柯罗”，是

因为他的作品是有一定诗意的，这种诗意是从现实和本性

中发现的，是自然而然的抒发。张老师的创作中也有一种

诗性，就像溪流一样，美在自然中。就是北方不入画的一

些水沟里、弯弯扭扭的树里面、杂乱无章的草里边、村头

杂乱的场院里，这些不成画的主题，他都可以提炼出不一

样的诗意。诗意的结构感，从自然环境里由心而发，这才

是真正的艺术。

张老师现在不画历史画，我问他原因，他说自己已经

没有那种创作状态了。张老师说得很有道理，处在什么时

期就要画什么东西，因为已经走过了历史，走过了那个创

作历史画的状态。过去是我们不能穿越的，这是艺术家本

能的感受。张老师的创作题材是从北方很简单、不起眼的

东西中慢慢提炼出来的。从本土中来，才能到本土去，他

用自己诗意的创作语言，来表达本土性的美感。

第三，张老师创作的本土性对学生的影响。张老师用

最朴素的视觉和方法来教你观察身边最接近的东西，这是

教你看和思的方法，而不是简单地传授绘画的技法，这对

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用草根的视觉画草根的题材，用

草根的语言创作本土化的作品。

——顾黎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