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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4 油画名家WEEKLY
艺术周刊

此岸 2003 年 布面油画 280×220cm 我的哈芝乃 2003 年 布面油画 80×65cm 怀孕的妻子 布面油画 2004 年 160×97cm 剪指甲 布面油画 2006 年 160×130cm

通向众冥的自由之路 布面油画 2009 年 1600×300cm

刘亚明，1962 年 6 月生于四川省内江市，

现居北京市怀柔区桥梓艺术公社，职业画家。

作品分别参加 1991 年，纪念凡高逝世

100 周年纪念画展（北京）；

1992年，亚欧艺术双年展（土耳其）、中国

中青年油画展（印度）；

1993年，中国油画双年展（北京）；

1994年，赴美国举办个人油画展（美国哥伦布）；

1995年，中国油画展（埃及）；

1996 年，中埃造型艺术联展（埃及）；

2000 年，中国油画展（阿尔及利亚）；

2001 年，亚洲艺术双年展（孟加拉）；

应法国某机构邀请在法国、荷兰、西班

牙等国进行艺术访问；

2002 年，赴比利时举办个人画展（比利

时安特卫普）；中国名家油画展（北京）；

中国当代艺术年度文献提名展（北京）；

中国当代名家人物油画作品展（北京）；

2004 年，世纪风骨·中国当代名家展（北

京）；美术文献提名展（武汉）；

2006 年，世纪风骨·中国当代艺术名家

双年展（北京）；中国国际艺术投资收藏博览

会（北京）；

地球·生命·和平全国人物画家作品展（北京）；

2007年，应俄罗斯东方艺术研究所邀请赴

俄罗斯做艺术访问，并开始制作大型油画作品

《通向众冥的自由之路》（1600cm×300cm）。

2008 年，第三届中国北京国际艺术双年

展（北京）；奥林匹克美术大会（北京）；“Go

China!当代艺术家作品联展”（北京）；2009

年，“叙事中国”第四届成都双年展（成都）；

“极地张力”北京、上海、成都三地当代艺术

名家邀请展（成都）；

2010 年，世纪寓言——刘亚明巨幅油画

《通向众冥的自由之路》展（中国美术馆）；巨制

的日常生活叙事（北京798）；桥梓艺术公社首

届艺术节（北京怀柔）；

2011年，“我们的家园”首届环保主题绘画展

（北京）；首届中国和顺·乡村国际艺术节（山西许

村）；俄罗斯美术家协会授予刘亚明“精神、传统、

技巧”银质奖章。桥梓艺术公社芥子园艺术节（北

京怀柔）；“中国当代油画艺术展”（委内瑞拉当代

艺术博物馆）；卡鲁塞尔艺术展（法国卢浮宫）；

2012 年，陌·相—— 肖像作品展（798 北

京）；心灵的超越——中国当代艺术三人展

（香港集古斋）；

油画《苍穹之眼》搭载《航天主题艺术芯

片》艺术数字化作品随神九飞船进入太空。

2012 年，被评选为当代 30 位最具学术

价值与市场潜力的艺术家。

当代著名油画家刘亚明作品欣赏

这幅大画所展现的情景令人触目惊心

……面对这个惊心动魄的虚拟场景，我真的

有些惊呆了！ ——贾方舟

现在中国有种创作状态的人已经很少

很少；能够驾驭这样大画面的人也已经很少

很少。 ——罗中立

当今是一个小品时代，小品几乎毫不留

情地挤占完我们所有的阅读空间。因为小

品是市场的宠儿，可以满足大众的浅表化阅

读欲望。然而，所有这些也很难阻止一些艺

术家创作“大画”的愿望。刘亚明就是这一

类画家。所谓“类”已不成类，目及全国范

围，画“大画”的不过三五人而已。何谓“大

画”？在我看来，至少包括三层意思，一是指

题材巨大，含义丰富，具有强烈的主题性叙

事功能；另一层意思是宏大，形象众多，画面

具有尺幅上的压迫感和震撼力；再者，“大

画”所要表达的是无我的崇高之境，不像小

品那样一味地凸显所谓的“自我”。刘亚明

的“大画”符合上述要点。数年来他一直沉

浸于宗教般的境界中，思索着死亡、信仰、生

命等重大主题。在画面上，他在一个秘境般

的空间中展开这些主题，以冲突彰显出人类

悲剧性的命运。当今，思索并表现这类主题

的画家已经是少之又少了。 ——张晓凌

如果艺术家没有用他全部生命、全部心

力的投入，是不会产生这幅画的，他的投入

应该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这投入不光是

精力和体力上的投入，主要是心灵上的投

入，从中我感受到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它

对我们当下生存所面临的一系列的问题的

敏感和困惑。 ——皮道坚

他以冷静的眼光来观察

中国社会。——Bill Zimmer

《纽约时报》资深批评家

其作品单纯从绘画技巧

角度看，其功力绝非寻常，显

而易见是属古典主义，尤其是

将其与杰出的历史人物比较，

反应尤为突出，可是又有所不

同。与其称之为古典写实主

义，不如称为魔术般的写实

主 义 。 这 种 与 严 格 意 义 上

古典写实主义的分支，比如

说印象主义、超写实主义以

及 浪 漫 的 绘 画 传统，又都不

同 。 ——Lesley Constable

美国著名美术批评家

我的眼睛一亮，看到了某种期待已久悠

然而至的奇迹。我看到了某种心跳，其中激

荡着感悟、强烈的忧患、绝望的愤怒、难以言

表的痛心疾首、启示录的恐怖笼罩……我立

即意识到，这是一幅从未在中国土地上降

临的“启示图”。现在，终于轮到中国艺术

家出场，不仅为时代作证，而且为人性审判

拉开序幕。这是一次到场，也是一次远征

之始。我相信亚明前程远大，不仅因为他

正年富力强，而且因为他已经具备创作史诗

作品的所有禀赋，他已经独自来到伟大艺术

殿堂门槛前…… ——王康

《世纪大寓言》是刘亚明构思多年，又以

2 年时间绘制完成的一幅巨型油画。这是

一幅由 160 多个人物组成的宏大的、具有史

诗性结构的巨制。画家以惊人的才情和巨

大的精神力量为人们创造了一个象征性的、

超现象的寓言式的图景……它的出现，尤其

是以如此重大的主题，如此规模的幅面的出

现，应该是中国当代主义（后现代艺术）另一

股力量出现的证明。这并不仅仅是风格的问

题，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当代主义艺术表达不

能只是情绪，而应该有精神

——一种具有精神文化建构

意义的精神。 ——邓平祥

“ 没 有 疑 问 ，这 是 一 部

伟大的警世（称为“ 惊世”也

未尝不可）画作！”——每一

次站到刘亚明的《世纪大寓

言》画 作 前 ，我 最 想 说 的 就

是这句话。更何况，此类由

艺 术 家 自 觉 构 思 的 大 创 作

一向甚是稀少（需要更大的

勇气，还有良知和责任感），

在 当 代 美 术 史 上 显 得 格 外

难能可贵！ ——陈孝信

这个会画画的巫师。他

预 言 了 什 么 ，就 发 生 了 什

么。 ——王家新

如果他没有终极关怀的价值观，没有宗

教般的虔诚，是绝对创作不出这幅画的。而

且在大家都在迎合市场的时候，他严肃地关

注当下人的生存状况，这样的艺术家现在已

经很少了。 ——鲁虹

……画面上并没有一条明确的路，但人

类奔走的方向喻示有路。这是一次巨大的

舍弃，对现实世界的舍弃。通过舍弃现实世

界，暗示某种超现实世界的开启。……刘亚

明的艺术，由理性出发，经过激情的冲击，最

终走向了信仰。……画家调动人物的姿态、

表情、背景的氛围等因素，释放出巨大的激

情，暗示出某种信仰的归宿。

……两边的近景和中间的中景处理，

形成一种合围的视觉心理效果，仿佛要将

站在远处的欣赏者包围在画面空间之中。

当欣赏者为了纵览全画而不得不退到远处

的时候，会产生一种被拒斥的心理感受；当

欣赏者被包围进画面空间的时候，又会产

生一种被接纳的心理感受。……我们很难

确定自己是身在其中，还是身处其外。这

种距离上的矛盾感受，让我们既可以同情

地参与其中，又可以拉开距离做理性的反

思。让我们进一步设想：当迎面扑来的人

群与我们遭遇的时候，我们是转身跟他们

一道奔跑，还是朝相反的方向与他们形成

撞击，或者站在原地不动接纳，为他们提供

避难之所？无论是哪种心理反应，都会因

为超强的效果和力量而促使我们脱离日常

状态。随着接纳与拒斥的反复冲撞，我们

的精神会产生垂直向度的提升，进入超出

冲撞的宁静境界，从而给人一种与神合一

的崇高感。

他的艺术越出了画室，不再是技术的炫

耀和形式主义的游戏，而是进入了社会，与

当代社会问题发生了关联。当艺术家们纷

纷选择以玩世、艳俗的方式拉近与当代社会

的距离的时候，刘亚明用一种相反的方式取

得了与当代社会的关联，用一种独特的方式

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当代转型。——彭锋

《通向众冥的自由之路》
集评

苍穹之眼（未完成）布面油画 完成后尺寸 1200×900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