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柯罗默奖学金获得者的诠释
——记四川文理学院美术学院实验中心主任王勃凯

□ 文/张全普

一
进入深秋后，仙女洞景区青青沥沥地下了一

场小雨。
洞耳河畔的大石壁经过雨水的洗涤，色彩愈

发明丽诱人起来，洞窟前更引来了一拨写生的作
画者。

王勃凯将一个近150厘米见方的画框支好，
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两天前他来515艺术
创窟踩点就选好了这个角度。

点上一支烟，王勃凯望着眼前这块大石壁深
吸了一口，然后静静地站立在画布前，约莫过了
40秒钟之后他丢掉了尚末抽完的香烟，用大排
刷在画箱里即速地挑起一大块颜色，几乎是挥舞
着刷子在画布上游动，平铺、斜切、拉伸……这个
动作反复几次之后，画面上出现了一整块石壁。
这个时候王勃凯换了一只稍小一点的排刷，将一
些深色添加上去，渐渐地画面开始灵动起来。由
于运行速度极快，笔色所到之处擦拉出非常生动
的色块或游丝，线形下还能隐约地见到底层的色
彩。王勃凯这种松动地处理笔触，既有中国画的
意趣，但又不失油画的厚重，十分耐人寻味。

“雨中的515艺术洞窟实在太美了，我几乎
是把整管的颜色就这样挤了上去……”王勃凯一
边兴奋的说，一边从衣兜里掏出了一支香烟。

2017年10月25日，“行走515写生作品展”
在四川文理学院美术馆如期举行，王勃凯的油画
作品《印象——515洞窟美术馆》瞬间吸引了众
多观展者的眼球。

二
同年12月6日，“启�承”2017大修当代艺术

村年展上，王勃凯送来了一幅油画《钢的铁》，画
面大到几乎占了整整一面展墙。

如果说《印象——515洞窟美术馆》一画较
好地表现了石质，那么《钢的铁》在火与铁的碰撞
中却是“钢花四溅”，唯美的色彩与劲猛的力度相
互交融……在这幅全景式的大工业场景构成中，
王勃凯用油画刀去强调物象的体量感和厚重感，
看似不经意中保留下来的涂绘痕迹，却酣畅淋漓
地表现了一段历史风貌，以及作者创作时的一种
心境。

王勃凯说：“我用画笔记录达钢即将被遗忘
的记忆，是出于一种本能，是审美，更是责任。完
成这样一幅作品，仅是颜料就要花去我半个多月
的工资，堆积稍厚的地方，颜色几乎是整管整管
地摆放上去……《钢的铁》这组画是一个系列，
2016年还参加了约翰�莫尔绘画大赛。”

当听到约翰�莫尔的名字，就如同听到柯罗
默的名字一样，既让人崇敬又让人十分向往，能
够入选这样高规格的油画大展，王勃凯必定又经
过了一次历练。

“通常，自然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看似平淡无
奇的一些景象，往往是最朴实的，让我们更冲动
更兴奋地聚焦。不仅仅是艺术充满了想象力，而
且我们的生活存在着很多的可能性，这种自然或
不自然的现象被我们一次次地诠释着……”王勃
凯的这种感慨是有感而发的，在他读研究生时就

摘取了“柯罗默中国当代艺术优秀者奖学金”的
桂冠。

三
柯罗默奖学金是在我国大专艺术院校中，为

了奖励具有创新精神的莘莘学子，由英国（伦敦）
柯罗默中国当代艺术基金会和四川美术学院设
立的艺术类奖项。

“柯罗默奖学金”每年评选一次，于2009年
正式启动。首届入围者有来自中央美术学院、中
国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新疆师范大学美术
学院等11所艺术院校的25名同学，王勃凯成为
了其中的幸运儿。他在获奖感言中说：“用具象
的表现手法来捕捉当今社会状态下的人文精神，
捕捉当下人们的生活状态及时代特征。面对每
天忙碌的人群，普通的生活其实是对人生的一种
叙述、一种表达、一种内心世界的流露。于是我
采用平实的目光去记录所想要表达的主题，探询
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王勃凯于2002年考入重庆大学艺术学院绘
画系油画专业本科，2007年考入新疆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读美术学（油画创作与教学方向）研究
生。他的作品有30余件入选全国、省级以上美
术作品展或获奖，其中：速写《瓷器口》获重庆市
首届大学生文化艺术节一等奖，毕业作品油画
《印象》系列被重庆大学收藏。油画《三羊开泰》
获首届西部高校研究生作品展优秀奖；《祈福》获
全国第三届少数民族美术作品优秀奖；《512》入
选“风景�风情”全国油画人物作品展，作品被上
海刚泰美术馆收藏；《荷之舞系列》参加第四届、
第五届西部大地情中国画�油画作品展，作品被
西安亮宝楼等机构收藏；《川西高原祈福》获建国
65周年即第十二届全国美展四川美术作品优秀
奖……这些成绩的获得，看似有些偶然，但却早
就孕育在必然之中。

四
在大学这段时间里，王勃凯结识了不少闻名

全国的艺术家，这为他此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
根基。

读本科时，王勃凯师从于高小华、赵晓东、李
犁等。在赵晓东工作室学习生活长达8年时间
里，恩师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他，教会了王
勃凯如何寻找并确立创作主题，如何找寻情感的
切入点，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他的成长。而高小
华是“伤痕美术”及“四川画派”的创始人之一、第
一批巴蜀画派卓越成就代表人物，在高老师创作
的众多大型历史性题材作品中，王勃凯懂得了
绘画创作是一种历史责任，是一种担当。在重
庆学习和生活的这几年，王勃凯受到重庆地域
文化和人文情怀的影响，于重庆大学、四川美
术学院、西南大学等各高校之间的学术交流中
拓宽了视野。

读研期间，王勃凯又师从新疆师范大学美术
学院绘画系主任刘建新教授。刘建新毕业于中
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七届油画创作硕士研究生
班，他致力于对新疆自然地域文化、民族艺术的
研究，作品非常具有民族特色。导师言传身教，
为王勃凯传播了文化自信的种子。受其影响，王
勃凯在新疆时创作的几个系列，如《吐鲁番的葡
萄熟了》、《山羊开泰》、《小康》、《梦想》、《高原的
呼唤》等，其笔法流畅，思维大胆，形成了他清新
的油画面貌。

2010年毕业后，王勃凯与爱人黄海燕双双
来到四川文理学院美术学院执教，随着工作和生
活环境的变化，他的笔头深入到了大巴山深处，
于是，一批反映达州城乡建设和地域风情浓郁的
作品也就产生了，这些风景油画与王勃凯的人物
油画同样具有无限的张力。在用笔上，王勃凯大
胆采用排刷，画面更为松弛；而在设色上，却出现
了大面积的纯墨黑色，彰显了中国画的意味；但
在塑形上，又十分厚重地去表现，强调油画语言
的酣畅淋漓。具象中有抽象，写实里有意趣，这
也是中西绘画如何合璧、中国油画目前面临的新
的抉择。

现任四川文理学院美术学院实验中心主任
的王勃凯，不但在创作上有了新的体悟，同时在
大学讲堂上履行着教书育人的天职，正诠释着他
更加精彩的艺术人生。

他在读美术学
研究生时获得过柯
罗默奖学金；

他的作品还入
选了约翰�莫尔绘画
大赛；

他的画风松弛、
大气，既有中国画的
意趣，但又不失油画
的厚重，十分耐人寻
味。

他就是四川文
理学院美术学院实
验中心主任王勃凯。

钢的铁系列（油画） 王勃凯 作

巴扎（油画） 王勃凯 作

小康之一（油画） 王勃凯 作

印象——515洞窟美术馆（油画） 王勃凯 作

投稿邮箱：dzwbbjzx@sina.com
晚报官方微信：dzwbwx 官方微博：dazhouxinwen

092018年1月10日 星期三

达州尘世人物

主编 王爱民 编辑 林 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