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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振新擁有很多的頭銜，諸如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中
國美協畫藝委員會委員、福建省美術家協會主席等；

但在日常的創作中，他卻將自己的目光和筆觸留在了最為樸
實的中國勞動女性身上。不僅如此，翁振新的勞動女性繪畫
具有濃郁的地域文化特徵。惠安女，便成為了他創作的重
點。愛鄉愛土，不斷創新，在現實生活與地域特色的交織輝
映之下，翁振新用畫筆所帶出的，不僅僅是畫板中的圖景，
也是一份鄉土之心、文化之情。

令人稱奇的雙手作畫
翁振新表示，自己六歲之前畫畫寫字都用左手。「我臨上
小學之前，聽說左手寫字會挨老師打，就改用右手寫字，但
畫畫仍然用左手。」翁振新坦言，不少人都希望他以右手進
行創作。「在浙江美術學院學習期間，油畫系的老師曾經熱
心關心我的學習情況，特地叮囑我的班主任兼任課老師，要
讓我用右手畫畫，因為我寫字是用右手，書畫同源更順手，
我想也是，我用左手臨摹古畫時，有筆路不順之感，就是在
寫生創作時也覺得有時用筆不太順。於是，我以很大的毅力
硬是改成了右手執毛筆作畫。」如此一來，翁振新的創作，
就終於變為雙手作畫，左右開弓了。「用筆更順暢，左右逢
源，有縱橫捭闔，所向披靡之勢。」翁振新向記者表示。
翁振新覺得，在畫畫時應該怎麼順就怎麼畫。他透露，自
己一般用左手畫速寫、素描、打創作稿，畫國畫正稿時左右
手交替使用，效率高於別人，總的來說左右手作畫是與生俱
來的習慣。不過他特別強調，雙手作畫不等於雙手同時作
畫，不是雜技表演，僅僅是習慣而已。翁振新回憶道，以前
到惠安沿海體驗生活，一到漁村，一群孩子就喊道：「左撇
拐來咯！左撇拐來咯！」他覺得自己蠻受歡迎。如果一個畫
家能夠練就雙手作畫的本領，對創作來說當然是有好處的，
效率較高，也不失情趣。

情繫惠安女 訴說命運的故事
在翁振新看來，惠安女是中國文化中獨具個性的現象，她
們的形象濃縮了女性在漫長歷史文化形成過程中的審美品質
和精神特徵：善良、堅韌、勇敢、踏實和勤勞；她們在晨風
晦雨、潮漲潮落中書寫自己的多重審美價值和人生畫卷。
「我對惠安女的這種品質賦予了肯定性的精神價值和形式意
蘊，並在我的惠安女作品中表達了一種隱喻性、象徵性和寓
意性。我已經不僅僅是表現惠安女，而是試圖以惠安女為載
體，訴說中國勞動婦女的命運，表達我對中國勞動女性精神
的理解和感悟，同時也融進我的情感和人生體驗。」
三十多年來，翁振新的目光一直投向惠安女，他表示，自
己心裡總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惠安女審美情結。他說，自己苦
心孤詣地搜尋和發現惠安女的美，那帶有鹹味的閩南風情，
那風姿多彩的惠安女，那逝去的悲愴揪人的故事，不斷喚起
其內心的創作激情，使其無法抗拒。
「我把惠安女的美學品格分為三個層次：風情美、剛柔相
濟美和悲劇美。」翁振新的理解具有藝術刻畫的輪迴感。他
表示，從表現惠安女那富有文化意味的風情美到表現惠安女

那「超常外形」之下的充滿了歷史滄桑感的「悲劇美」，是
一個認識逐漸深化，感情逐漸升華的發展演變過程，換言
之，也就是從寫人、寫情到寫心的過程，從風情再現轉向精
神表現的過程。
翁振新的筆下，作為女人、母親和妻子的惠安女是柔美的
溫順的，而在與大自然的抗爭中，她們柔弱的身軀同樣可以
迎擊驚濤駭浪，如同礁石一樣的堅毅和剛強。這種強勁而柔
美，濃烈而溫馨的品格，意味惠安女身上所體現的剛柔相
濟的美學特徵。「我更關注的是另一種歷史的厚重感和沉重
感，在對惠安女的歷史命運作了深入考察之後，我逐漸讀懂
了潛藏在惠安女身上的一種無言的憂愁，一種苦澀鬰結的情
懷。她們奉獻出自己全部的愛情，卻往往得不到真正的愛
情。她們為生活創造了多少歡愉，卻經常飽含沉重的苦衷，
這種人生體驗構成了惠安女的悲劇美。」於是，翁振新在創
作時，海出現了滿身皺紋，筆下的惠安女少了幾分秀美，多
了幾分深沉和凝重。甚至，他在畫面中有意增加了描寫老惠
安女的份量，透過其臉上雕刻的風霜，目光流露出的沉鬱，
傾訴幾代惠安女的心路歷程。「我力圖從情節敘事，甚至主
題的桎梏中解放出來，深入到對象的內心世界，強化了堅
毅、頑強、抗爭、悲壯的性格因素，挖掘深沉的內蘊，表達
惠安女富有歷史意味的悲劇美的命運。」故而，翁振新甚至
把惠安女的艱苦勞動與其親身經歷過的艱難的知青生活歷程
聯繫在一起，於是表像的優美從筆端逐漸消失，語言的詩意
轉為內在的意味。

願景：由畫思人
多年來，翁振新一直在苦苦地尋覓一種表現方法：「我主

要運用寫實與象徵相結合的手法。我覺得只有寫實，才能以
真實為支撐，淋漓盡致地表現惠安女的真實形象的豐富性，
並融入自己的全部情感，使我筆下的惠安女既是現實生活中
的可信形象，又是滲透我的情感和意念的審美對象。真實
是藝術的真實，不是照片的照搬，但我也不忍心無端地扭曲
惠安女的形象。悲劇意識的表達也往往使畫面呈現出一種崇
高感、深沉感、雄渾感。」
翁振新兒時就喜歡畫人物，後來也一直畫人物，題材也有

點雜。他表示，自己想畫地域特色，所以上世紀七八十年代
去了莆田的湄洲島、南日島；也去了閩西畫了一些，但不是
很理想。而到惠安，眼睛一亮：「記得那天藍天白雲陽光燦
爛，惠安縣崇武鄉大岞村海邊，驚濤拍岸，在岸上有個採石
場，許多惠安女頭戴黃斗笠，繫藍底白花頭巾，身穿不遮下
腹的上衣和黑長褲，以獨特的姿勢合力扛巨石，在藍天的
映襯下顯得那麼俊秀。從此惠安東部沿海就像磁鐵一樣吸引
我，使我陶醉，使我激情澎湃地畫，畫惠安女，畫大海，
我無數次地到那裡體驗生活，畫了無數幅的速寫和創作。可
以說，一走進生活，我就激動。」
所以，他有個願望：自己要不斷地畫惠安女，做到「一提
起惠安女，就想到翁振新；一提到翁振新，就想到惠安
女」。當然，這一點現在在不少人看來，其實已經做到了。

從具體的惠安女形象到一般意義上的勞動女性，這一筆的藝術刻畫，不僅
僅是一種藝術概念的總結和抽象，同時也是翁振新對藝術創作人生的一個唯
美的概括。一般理解是，在藝術史的範疇中，不少人認為，「勞動女性」，
乃是一個來自前蘇聯的社會學和美學概念。但是，翁振新卻一直以中國畫這
一傳統的方式去表現中國勞動女性的形象和特徵。這種頗具中國風的藝術創
作路線，與西畫相比，必然形成鮮明的東方色彩和華夏之風。
翁振新對記者表示，表現勞動女性的作品不是中國的專利，可以說全世界

都在畫。「以歐洲來說，有法國畫家米勒的《拾穗》、勒帕熱的《垛草》等
等；以前蘇聯來說，有諸如前蘇聯藝術家穆希娜、普拉斯托夫、雅勃隆斯卡
婭、阿爾希波夫、梅爾尼科夫等人的作品如《工人和集體農莊女莊員》、
《中午》、《糧食》、《姐妹們》以及薩維茨基的《游擊隊員的母親》等作
品，創造了一批具有那個時代鮮明的社會主義特徵的女性形象。」翁振新認

為，文革前中國關於勞動女性的美
術創作可能有受前蘇聯的影響，但
在整個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
後，中西方藝術的融合碰撞都是順
理成章的事。藝術互相交流借鑒也
是應該和必要的，反映勞動女性的
美術作品異彩紛呈，藝術形式也是
多彩多樣，並不能夠籠統地予以評
判。

在中國傳統的藝術領域，甚至是文化氛圍中，先人和前輩留下的
程式和規範，乃至創作的思路、題材或方法，都會對新生代藝術家
產生極大的影響。傳統的觀點認為，青年藝術家應該更多從老一輩
那裡繼承創作手法或是思想。但是翁振新則認為，老一輩藝術家必
須向青年人學習。因為向小輩學習，可以推動創新。「更多的時
候，我在創作中不是悶頭畫，而是經常注意研究美術發展的新動
態，吸納新事物，不斷地進行藝術探索，不要老化。因此我有一個
口號：向年輕人學習。我認為風格流派多樣化是好事，藝術沒有休
止符，而是要堅持不懈，永不停歇地嘗試，不斷地充實完善自己，
研究新的藝術語言。」所以，翁振新會對那些在藝術創作中不斷尋
求突破的畫家們致以敬意。
在翁振新看來，藝術家應該致力於創造精品。他表示，藝術品市

場是雙刃劍，一方面它的存在使畫家的勞動成果得到尊重，可以通
過市場價值來體現藝術品價值，但是如果一個畫家過多地陷入藝術
品市場之中，對他的藝術創作、藝術道路發展、學術價值會有影
響，因此畫家需要有個定力。中國傳統藝術可以進入市場，但不能
完全市場化，藝術有它自身的規律，不是都完全交由市場。藝術精
品乃是第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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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女性形象
乃是多元化的塑造

倡言
向年輕藝術家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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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給大海的女人》■《磐石無語》

一個畫家一個畫家，，若以左手和右手同時作畫若以左手和右手同時作畫，，確實乃一大奇景確實乃一大奇景。。這不僅需要深厚的基本功和數十載的這不僅需要深厚的基本功和數十載的

勤學苦練勤學苦練，，更需要對描繪之物已經形成了極為純熟的構圖筆法和思路更需要對描繪之物已經形成了極為純熟的構圖筆法和思路，，以及非常準確的題材把握以及非常準確的題材把握

能力能力。。在雙手作畫的紙張上在雙手作畫的紙張上，，留下的乃是一幅幅具有濃郁中國傳統特色的勞動女性的形象留下的乃是一幅幅具有濃郁中國傳統特色的勞動女性的形象。。做到做到

這一點的這一點的，，便是翁振新便是翁振新，，一位古稀之年的耄耋長者一位古稀之年的耄耋長者；；一位頗受內地同行尊敬的前輩一位頗受內地同行尊敬的前輩；；一位一直在一位一直在

尋覓最佳方式描繪中國勞動女性之美的當代藝術家尋覓最佳方式描繪中國勞動女性之美的當代藝術家。。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徐全 圖圖：：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