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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
言传也。

——《庄子》

谈到搞艺术的，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喜欢独树一
帜，或长发披肩，或衣着个性，冷傲不羁。不管哪种形
式，都给人以浓烈的个人色彩。张吉应算是另一类艺术
工作者。给人的第一印象——传统、务实、严谨、认真。
他早期的作品也反映了他这一特点。

这些品质都是缘于其父亲的影响。“我的父亲是一
名治学严谨，严于律己的教师。教师这个职业赋予了他
太多特有的性格色彩，他对我们四兄弟要求很严格。我
现在还保存着他从教三十多年的教案和工作日志，满满
一柜子，随意翻开一篇，工工整整没有一字潦草，这是我
们兄弟宝贵的财富。”回忆起往事，张吉应的言语无不怀
念。严格的家风让张吉应骨子里秉承了严谨认真、一丝
不苟这些可贵的品质，不管是行政工作还是艺术创作，
都绕不开，丢不掉。

也因之如此，张吉应的艺术事业，早在求学早期，就
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后来不断加强学习，开阔视野，积
累了深厚的功底，在此期间，张吉应也坚定了从艺一生
的信心。在这期间，他也曾烦躁过，迷茫过，总觉得自己
的作品过于拘谨，不够洒脱，不禁怀疑自己是否过于严
谨，而缺失了艺术的某些灵气。自我否定，不断摸索，从
而找到自我，再次肯定自身是蜕变不可少的过程。

这一切，都如实地反映在了他各个时期的作品中。
2000年，这个千禧年分水岭，也是张吉应作品的分水
岭。2000年以前的作品，不难看到，画面纯美，写实，笔
触细腻又严谨，色彩干净又明快，无甚旁逸斜出。山水、
花草、树木，都很美，是安详的美，宁静的美，满足的美，
自律的美。偶尔一幅作品，还有些静郁，似乎是独处在
远离人群的山坳，执拗地把画面处理得异常地灰，却又
灰得不甘心，要在这灰调子中找出些端倪，找到一个出
口。

如同所有事物总是在曲折中前进一样，艺术成长发
展的规律概莫能外。在自我矛盾，自我冲突中迂回沉潜
之后，张吉应的作品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先天的热情与
骨子里的浪漫主义渐渐苏醒，个性美取代现实中的理想
美，画面由原先的注重自然本体臻化为对色彩的自我感
官化，由原先明确的自然物象轮廓转化为个人情感跳跃
的五线谱，画面有静，有动，有本，有质，有表，有里，让人
忘却了构成画本身的材质与笔法，只有一层一层的画景
气息起伏跌宕，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生动、跳跃、蓬
勃、不羁起来，甚至有时候还会信马由缰。

油画作品《阳光里的生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画面近景是成片的油菜花，和零星的绿色菜地，远处是
连绵的群山。那是怎样的一片油菜花啊，仿佛所有的阳
光都洒到了这里，所有的生命力量都汇聚到了这里，所
有的激情都倾泻在这里，那是大地欣欣向荣的见证，是
生命向上的召唤，是灵魂蓬勃的共振，是拼尽全力只为
一次绽放的奋不顾身。《阳光午后》《四月的田野》等后来
的作品，越发的肆意和大胆，色彩越来越浓烈，笔法越来
越洒脱，个性越来越彰显。和早年的作品相比，已然是
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对于蜕变，李可染说过：“用最大的力气打进去，用
最大的勇气打出来”。这两个“打”字，其实都各有玄

机。第一个“打”，是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修为与积
淀，第二个“打”，意在强调对自身禁锢、对已有的体系进
行的大胆尝试与突破。“艺术于我，不是前程，不是经济
来源，而是如同一粥一饭融入呼吸的存在。”正是这种不
被市场喜好，世俗物质所影响的心态，张吉应的画作中
才会透露出独有的章法与宁静。

这些经验和心得，张吉应也适用到了他的美术教学
工作中。他常常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和艺术经历在课堂
上和学生们分享，和他们一起探求解答人生和艺术创
作道路上的疑惑。雅思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
唤醒另一个灵魂”，要唤醒另一个灵魂，施教者本身必
须站在一定的高度，才能给予另一个灵魂以启迪。除
了在艺术上不断突破自己，在工作、生活、为人、为
师上，张吉应都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学生
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个人的未来前程似锦，但是我们尽
力做到了把每一个孩子都培养成人。知感恩，懂礼
仪，哪怕从一个油盐不进的变为稍微听点话了都是我
莫大的欣慰。”

美术教学之外，张吉应还负责美术学院的党务工作
和学院师生思想政治工作。管理需要理性，艺术需要感
性，两者并在一起，在张吉应看来，并不冲突。张吉应喜
欢在艺术的海洋里自由地遨游，也喜欢看到学生在老师
的荫庇下阳光充足地成长。他认为，在21世纪的今天，
艺术对个体的全方面素质的培养与提升有着重大作用，
艺术教育是教育里不可缺少的一环。不管是教书育人，
还是党务工作，都是在为艺术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都是有意义的事情，过程和手段不同而已，但是殊
途同归。如果能因为自己的绵薄之力，为艺术教育事业
做了一点有意义的事，我心足矣。

不管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追根溯源，张吉应还是觉
得，最让自己欲罢不能全力以赴的，始终是心底的这支
画笔。如今人到中年，关于人生，关于当下，关于未来，
安静地思考越来越多，热闹地喧嚣越来越少。那一方画
布，已然是承载所有精神叩问的唯一载体。绘画的种种
在张吉应的当下已不重要，唯重要的是，可以把快乐着
的痛，痛着的快乐，可以把对世界的追寻，对未知的迷
惘，对“我”的所有困惑，都揉碎到颜料里，倾泻到画布
上，变成或粗犷或细腻的笔触，变成饱含深情的一砌山
石，一溪清流，一棵树木，一截矮墙，一片远山，那些景物
便有了生命，有了感情，有了依托。“画画要有思考，要有
理论？但更多的要有热情与感情！”他把自己的心、眼
睛、手浑然一体地结合起来，去感受、去体会、如痴如醉
地去运作画面，画面变得更生动、厚重起来。回到传统
而超越传统，回归自然而超越自然，这是张吉应追求的
艺术境界，也是他近几年的作品所传达出的价值取向。
张吉应近期作品在之前的基础上更进了一层，他的画面
中能明显的感觉到其中丰富的“色斑”，画面由原先的学
院派灰调慢慢融入更多闪光的东西。在装饰绘画盛行，
抽象写意吃香，新奇趣怪横生的时代，张吉应始终执着
着自己的执着，坚守着自己的坚守，已渐渐形成了巴渠
地域符号鲜明，自然流畅的个人绘画艺术特色。

“绘画是一种认识，过程往往比结果重要，我在绘画
的时候就是在认识我自己。”在认识自己，走进自己，剖
析自己这条道路上，张吉应一定会走得越来越远，前路
一定越来越宽广。

游弋巴渠的画者
——515艺术创窟推荐艺术家张吉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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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吉应，四川省美术家协
会会员，1975年3月生于四川
省达州市，2001年毕业于成都
师范学院美术学院。现任四川
文理学院美术学院党总支书
记。研究方向：油画技法及油
画创作。

1998年油画《阳光里的生
命》参加四川省迎春书画展

1999年油画《冬日》参加四
川省迎春书画展

1999年油画《阳光下的家
园》参加四川省新人新作展

1999年油画《晌午》参加达
州市教师书画展获二等奖

2001年水粉画《石梯古镇》
被编入《中国中等师范学校美
术教学范作精品集》

2004年油画《2001�我》参
加达州市首届巴山艺术节书画
展

2005年油画《月光古镇》参
加达州市第二届巴山艺术节书
画展

2015年油画《2012�冬至》
参加达川区书画作品展

2016年油画《静夜古镇》参
加“延生状态”川渝高校美术作
品联展

2016年12月水粉画《河边
的树》参加“大修当代”年度展

2017年油画《巴渠春早》参
加“行走515”写生作品展

2017年12月油画《静谧水
乡》参加大修艺术村十年回顾
展

2017年油画《溪水入镜》参
加达川区美术作品展，成都浓
园艺术村年度展

张吉应艺术简历

阳光里的生命（油画）通往大山的路（水粉画）古镇老街（水粉画）

巴渠春早（油画） 溪水入镜（油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