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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飞为自己最主要的系列作品起名
《意象·巴山》，其实，已经为其作品的解读
提出了两个重要维度：意象和巴山。

一、意象

“意象”如同一条纵坐标，直接贯通了
龙飞整个绘画创作的审美内核，塑造了其
美术作品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精神内
涵。“意象”一说，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
一个重要的美学概念。古人认为，内心抽
象所生之“意”，外在具体化后，生成

“象”。故《周易》有“观物取象”“立象以尽
意”之说，即“意”生于内心，而表于外

“象”。这奠定了中国古代美学“传神写
照”“气韵生动”等重要的审美基点，塑造
了中国古代美术重视主观感受的整体审
美性格。所以，“意象”是一个极具中国审
美传统的概念。龙飞“取材于眼”“成景于
心”“由意生象”“重视笔墨”的创作状态，
是完全符合中国绘画“意象性”特点的。

但油画作为一种舶来之物，其诞生的
土壤赋予了这种艺术形式与绘画媒介特
殊的美学特点。重视形体结构、透视色
彩，至少在印象派绘画兴起之前，一直是
油画最主要的审美特征。以“意象”作为
审美内核，却将油画作为创作媒介的艺术
家龙飞，势必遭遇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即“异质艺术媒介”与“本土审美传统”的
文化冲突。这一碰撞与冲突从20世纪油
画传入中国开始，就在中国先辈画家身上
明显暴露出来，形成了三种典型现象：一
是坚守中国传统绘画，坚决抵制写实性油
画；二是力主“革王画的命”，认为中国传
统绘画势必将被历史的洪流淘汰；三是自
觉地探索中西绘画“异质同构”的可能
性。刘海粟、庞薰琹、倪贻德、林风眠、吴
冠中、赵无极等前辈艺术家都从各自方向
努力寻求这种矛盾的调和，以实现中西绘
画的“异质同构”，并为中国油画的本土化
做出了卓绝的探索，开创了中国意象派油
画的新路径。所谓意象派油画，并不是指
用油画来画中国画，它是中国文化以自身
强大而旺盛的审美活力，对油画这一异质
媒介的同化。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龙飞作
品中得到印证。龙飞早年研习版画，其作
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画家将版画的刀法
转化为油画的刮痕。新兴版画亦为舶来
之物（虽然古代中国早有木刻作品，但就
版画作为独立艺术形式而言，却是舶来之
物），但在龙飞《意象巴山》中，版画刀法巧
妙地转化为油画的刮痕，在形成画面一种
坚毅刚健的视觉效果的同时，也展现了中
国传统山水画中“斧劈皴”所造成的山石
肌理，实现了中国传统绘画技法及传统审
美特点自身的当代性转变。所以，龙飞的
作品延续着中国意象油画探路人的脚步，
坚持以中国文化心理及文化传统为内核，
异质媒介为手段，凸显的是中国人的文化
观念及品味格调。

二、巴山

之所以将“巴山”作为解读龙飞美术
作品的第二个维度，其原因在于，这个词
语揭示了龙飞美术整体风格形成的关键
因素，即“本土性”与“地域性”。这就确定
了龙飞将“巴山”作为实现其意象油画的
母题元素，标示出了其创作题材与内容上
清晰的横向坐标。那么将“本土性”“地域
性”“意向性”编织成自身艺术谱系的龙
飞，是否是一个所谓“传统的卫道者”亦或

“当代艺术的反对者”？如果这样去认为，
其实是对龙飞个人艺术状态的误读，亦是
对中国艺术“当代性”这个概念的误读。
在当下艺术发展中，对于“当代性”概念的
误读一直阻碍了美术对自身发展方向的
认知，“前卫”“新潮”“观念”“新媒体”“全
球化”等现代艺术概念都披上“当代性”的

外衣，将实质
为“中性概念”
的“当代性”一
词与“地域性”

“传统性”“本
土性”等概念
对立呈现，使
人们误认为要
实 现 艺 术 的

“当代性”就要
打 破 艺 术 的

“传统性”；要
追 求 艺 术 的

“全球化”势必
冲 破 艺 术 的

“地域性”；要
体 现 作 品 的

“国际性”就必
须削弱艺术的

“本土性”。其
实，“当代性”
一词只是一种
涵盖宽泛、不
断变化的时间
概念，并不是
一个固化的艺
术概念，各种
前卫艺术体现
了“当地性”的
许多特征，但
传统美术的各
个门类同样可
以实现自身体
系的“当代性”
转 化 。 事 实
上，“全球化”“当代性”不可能消弭世界丰
富的文化及地域差异，只会带来“本土性
文化的兼容生长”亦或“本土性文化的逆
向强化”。同理，“传统”也需要变成一种
可以生长变化的有机体，而不是墨守成规
般的去将“传统”变成一种僵死的坚持。
观龙飞的作品本身及他的整体艺术探索
之路，实际体现的就是这种寻求“传统性、
地域性”与“当代性、全球化”的共生与互
融，实现中国传统“意象性”审美自身的

“当代性”转化。龙飞作为川东重要艺术
创作基地“达州大修当代艺术村”的创始
人之一，对于当代艺术并不是“保守者”。
在2006年前后，由于对“当代性”概念的误
读， 画家一度游离于所谓“当代性”图示
的模仿与追逐中。这种短暂的对艺术“当
代性”概念的误读、对当代艺术某种僵化
图示的盲目认同，在当时中国很大一部分
画家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此种情
况从积极的层面来看，我们可以感受到以
龙飞等为代表的达州艺术家试图向当代
艺术靠拢的强烈愿望。这
实际体现的是一个艺术成
长与蜕变的过程，也暴露
了“中国地方性美术”与

“中国中心化美术”之间的
某种复杂的联系与矛盾，
本文在这里不作过多讨
论。就龙飞的个体而言，
在短暂的迷失之后，他毅
然选择了回归此前“大巴
山”这一创作母题，并在作
品中加强了对巴山题材中

“本土性”与“地域性”特征
的挖掘，风格上“本土意象
油画山水”的道路逐渐明
晰。龙飞绘画作品对“本
土性”的重视，是对中国当
代艺术发展清醒的觉悟，
是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民
族审美心理及地域文化特
征对油画这一异质媒介的
本土化转换，展现了其绘
画作品“意象为核，巴山为

媒”的整体艺术气质。
所以，我们在龙飞的《巴山意象》这一

系列作品中可以看到，大巴山特殊的地
域气质以一种“意象”的方式被画家挖掘
出来。在龙飞结合版画的刀法及图示特
点的描绘下，大巴山以一种硬朗、坚毅甚
至固执的精神气质呈现，这是艺术家“心
中之山”，它孕育了巴国古老的文明，它
是天府之东的天然屏障，它保护了革命
的火种在此燃烧，它铸造了川东人民豪
迈朴实的性格；同时，它也固执地阻塞着
新文明的传播，遮蔽着巴人后裔广阔的
视野，带来了城市化进程与大山传统生
硬的碰撞与冲突。这就是龙飞心中的大
巴山：它是充满历史的、豪迈的，也是复
杂的、沉重的，同时也是诗意的、浪漫
的。正是龙飞内心对于生养他的大巴山
这些真切的情感，如同一剂黏合剂，自然
而然地将本土性、地域性与当代性巧妙地
粘合在一起，形成了其作品明确而坚实的
艺术面貌，为中国本土意象派油画的发展
添上了亮丽的一笔。

意象为核，巴山为媒
——谈龙飞“大巴山”系列油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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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汉县清溪镇津昌路从东至西8号门市

东街浦江粮站集资楼2楼非成套住房
东街浦江粮站集资楼2号楼1层2号库房
东街浦江粮站集资楼2号楼1层5号库房
东街24号东乡粮站综合楼2层办公用房

（原幼儿园二楼）
南岸村二社（宣南公路边）雷家塝门市
南岸村二社（宣南公路边）雷家塝住宅

解放中路（原金利宾馆2-1）

解放中路（原金利宾馆2-2）

建筑/评估
面积（约㎡）

108.07
57.29
48.65

130

125
145

227

160
32.01

参考价
（万元）
25.94
14.33
12.17

24.18

18.75
15.95

58.112

32.8
12.81

备注

无证
有房权证
有房权证

有房权证

有土地证，整体竞买
优先，底价34.7万元

有房权证

无证
有房权证

整体竞买
优 先 ，底
价9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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