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总有贵人相助”

初见魏国松，他没有一点美术家
协会副主席的架子，也没有艺术家的
那种文艺范。穿着一件卫衣的他显得
格外有精神。“您今年有50岁？”记者
问。“哈哈哈，我57岁了，马上就该退
休了……”魏国松边给记者泡茶边笑
着说。3月22日的采访就在魏国松刚
泡好的一杯茶中展开。

1967年，魏国松出生在平舆县十
字路乡的一个小村庄。他回忆道，自
己能走到今天，都是靠贵人相助。“真
的，我总有贵人相助。”魏国松说，他的
第一位贵人是陈仕军，也是他的启蒙
老师和引路人，是陈仕军在魏国松幼
小的心里种下一颗艺术的种子。

“我的第二个贵人是方伟老师，他
目前在意大利生活。当时我在平舆二
中跟着方伟老师开始了正规的美术学
习，素描、速写、写生……这些专业训
练都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的。而且，
方老师告诉我，学美术也能考大学，使
我原本模糊的人生目标变得清晰可
见。”

魏国松说，跟着方伟老师，他第一
次接触到油画，而且方老师极少强调
绘画的技巧，而是从绘画的走向、绘画
的感悟等方面影响他。这也奠定了他
与油画的不解之缘。

1985年，初中尚未毕业的魏国
松就跨越式地报名参加高考，但未能
成功。1986年，他再次尝试冲击大
学校门。其间，他有幸遇到到第三位
贵人——著名油画家段正渠。在郑州
跟随段老师学习的那段时间，令他的
眼界与绘画技巧有了极大提高。当
年，他以初中生的身份成功考入河南
大学美术系油画专业，并成为这届油
画专业年龄最小的学生。

1990年，大学毕业后，恋家的魏
国松放弃留在郑州、开封、洛阳等大城
市的机会，回到驻马店艺术职业中专
（后改为市第七中学）当了一名普通的
美术老师。

时隔多年，回首往事，魏国松依然

念念不忘最初帮助自己的三个贵人，
“没有他们，哪有我的今天？”

不甘平庸 自我磨砺

20世纪90年代，拿着稳定工资
的魏国松不甘心做一个平庸的人。每
年的寒暑假期间，他都会利用起来，一
次次远赴安徽黄山、巍巍太行山、诗情
画意的江南水乡等地写生。

历代山水画大师都十分重视写
生，他们将创作的种子根植于自然，通
过写生反映当时生活并激发了创作灵
感。例如,李可染说：“生活是创作的
源泉，生活是第一位的。”

魏国松最擅长的就是写实油画，
他的作品大都是山水、建筑、田野、花
卉等。他说，自己年轻时的作品大都
是外出写生时创作的。写生，是画家
面对生活、积累经验、吸取创作源泉的
重要一环。

有段时间，魏国松的创作遇到了
瓶颈期，他选择换个赛道，2007年至
2008年，他远赴北京进修国画，特别
主修“写意人物”。“进修国画不是意味
着我要放弃油画，而是我想从国画中
汲取更多的技巧和灵感，尝试着将其
融入油画中。两年的国画进修，提升
了我的欣赏水平与艺术修养，你看我
那个时期的油画作品，明显就有国画
的元素。”魏国松指着身后的三幅山水
油画说。

记者看到，这三幅油画的色调偏
暗，乍一看还以为是中国泼墨山水画，
仔细看才发现是油画，这是一次全新
的尝试，是东西方融会贯通的艺术理
念碰撞后结出的全新艺术果实。

纵观中国油画发展历程，已然有
不少前辈画家从中国传统绘画中汲取
营养，如林风眠、吴冠中和赵无极等，
他们是西方绘画中国化的提倡者和奠
基者，赋予了油画更加鲜明和独特的
民族特色。

“那个时期的作品与我近几年的
作品相比，色调明显偏暗。那是我在
一次次尝试，而那种尝试不是刻意而
为之，而是不由自主地就画出了那个
风格。”魏国松说，古人云“墨分五色”，
中国绘画用墨如用色，亦有惜墨如金
的画风。中国画重主观，西方油画重
客观，也就是中国画讲究神韵，西方油
画讲究形似。

在一次次外出写生过程中，一次
次的自我磨砺下，魏国松的绘画技巧
得到提升，但是偶尔的一次学画历程，
却改变了他的心境。

学画画究竟是为了什么

魏国松告诉记者，在一次去北京
进修的时候，他遇到了这么一群人。
“这些人算是美术界的‘北漂’吧，有的
是边打工边进修，但还有一部分就是

各种蹭。”“蹭什么？”记者感兴趣地
问。“蹭各种画展、蹭各种美术界的会
议、论坛，蹭着与领导合影，目的只有
一个卖画挣钱。”魏国松说，瞬间他明
白了一个道理，“我学画画究竟是为了
什么？如果是像他们那样，那就是失
败。我承认，现代社会，都需要钱，但
挣钱的道路千万条，非得像他们那样，
什么都不管不顾地挣钱吗？”

回到家以后，魏国松沉下心来，一
边教学一边钻研油画技艺的同时，也
不忘照顾家庭和孩子。如今，他的大
儿子魏子艺从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
（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后，以优异
的成绩留校，现在是一名上尉指导员，
前途一片光明。

魏国松说，他曾经在确山县瓦岗
镇租了一个小院子，孤身一人，每天追
逐朝霞和日落，就为了描绘那一抹鱼
肚白和余晖。“我特别擅长画山水和花
卉，特别是最近几年，我的作品色彩明
显轻快、鲜艳了许多。”魏国松领着记
者参观他的油画作品，讲解道。

记者看到，他的油画作品《天磨
湖》的风格充满了东方美学的特征。
从画中的构图到细节处理，都体现了
那种古典而质朴的审美追求。这种独
特风格也反映出大自然的神秘和幽
静，令人为之沉醉并思绪万千。在这

幅山水画中，画家运用了极其细腻的
笔触，将山峰的纹理和湖水中的倒影
都描绘得栩栩如生。这种精湛的画技
令人赞叹不已，仿佛让人置身于那片
美丽的山水之间。

记者留意到，他的作品中也有几
幅徽派建筑的写实画作，他说那是他
前些年到安徽写生时创作的。记者看
到，这几幅作品中，黑白灰的建筑色
彩、清晰的建筑线条、轻灵秀美的飞檐
翘角，让人沉醉于徽派建筑的简约美
中。“隐约能感受到国画中水墨的痕
迹。”记者试探着评价道。“确实是这
样。当时我画完这几幅作品。过了几
年再审视它们，也感觉自己不由自主
地加入了国画元素。”魏国松说。

魏国松能够博采古今诸家之长，
师法自然，力求在对传统笔墨深入理
解的基础上，融会时代画风，创作出比
较有新意的作品。为了保持笔墨的原
生性，他有的放矢，尽可能使笔墨纯粹
真实。在画面的处理上，能够从全局
出发，这些树和山石、树与树之间以内
在的关系，把大自然连成一个整体。

采访结尾，谈到自己未来的打算，
魏国松畅想道：“退休后，我准备开一
辆破车，走遍全国，画遍全国，做一个
游历画家，画遍祖国的锦绣江山，顺便
再拜访名家大师，此生足矣。”

魏国松：浓墨重彩绘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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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全媒体记者 康国富
“艺术家是天生的，学者也是天生的。‘天生’的意思，不是指所谓天才，而是指他实在非

要做这件事情，什么也拦他不住，于是一路做下来，成为他想要成为的那种人。”这是我国著
名画家陈丹青的一段话，用来描述魏国松再恰当不过了。

魏国松，河南省平舆县人，1990年毕业于河南大学美术学
院油画专业，2008年结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杜滋龄人物画研究
生班。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油画研究学会理事，民
盟河南画院理事，驻马店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作品参展：河南
省第一届、第三届青年美展；河南省第十一届美展；河南省第九
届水彩粉画展；河南省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二届中国画展；河
南省首届中国画人物画展；墨韵中原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届
美术书法展；庆祝民盟成立80周年美术作品展等。作品被多家
画廊和个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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