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安健“表象现实主义”绘画的视觉空问与丨J常观看 

支宇 

作为七七、匕八级四川美术学院群星璀璨的艺术家群体1M I对年轻的一 

员，迄今依然任教于川美的陈安健一]！走在H象9J实的艺术道路上从〒期 

的川东乡土写实绘両到稍后的川西少数民族风情绘画,从中期山城重庆的街 

头即景再到后来终于蔚为大观并备受推柒的“茶馆”系列油画，三十余年来， 

陈安健的艺术创作之路多宥转换,但以-种视觉真实的方式来图绘当代中国 

现实-直是他从未远离的艺术追求与目标。经过时光淬炼以及持之以恒对H 

象写实语言的研究与实践，陈安健不仅被视为“四川画派”乡土写实绘画的 

传承者与代言人，同时也被视为坚守并推进20世纪中旧现实j三义艺术精祌与 

语言方式敁饤代表性的艺木家之一 

然而，仅从“现实卞义的延续”角度来舂待陈安健在中国当代汕画史中 

的艺术意义勺价伯：从然是+够的，卞实上，无论在表现化的视觉空问还足在 

R常观看的丨‘丨我建构’乃至视觉造型语言的JI-体 

技术等层而，陈安健邡对屮丨RI现实兰义艺术和四 

川乡土绘画传统进行了姻行其_ “表象化” 

处理与运用。进而,经由西方袅代照相写实卞义 

艺术手法的挪用与融合，陈安健开创出一种我称 

之为“表象现实主义”汕画的独特艺术形态 

•、維:衷象化的生活景观与视觉空间 

毫无疑I-1丨，陈安健艺术的学养基础在学 

院——四川美术学院。在这个新时期诞生了 “伤 

痕美术”、“知#美术”、“乡土写实主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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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少数民族风情绘画”等艺术思潮的茗名艺术院校屮，陈安健不仅打F 

T苏式写实油画扎实的狨本功,而li还确立丫一条把M守视觉K实并爪构现 

实主义当作自己毕生追求的艺术之路r也许有心，也许无意，作为“四川幽' 

派”的-员’陈安健审实t从始至终都在思考如何在新的历史语境屮延续“四 

川画派•’具象W实传统的问题。往更开阔的视野看,陈安健的艺术实践其实 

也是在回应20世纪中||乃至世界现实主义绘画如何在摄影、电影、电视、网 

络等新视觉形式t:导的阁像w权时代继续Y/Y£ 'J发展的艺术难题、只Y:i从这 

个角度，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理解陈安健fi似陈旧、实质人仓深总的图像形态 

及其艺术史价值。 

与同班M学高小华、程丛林、罗中立、何多芩一样，陈安健的艺术起点 

开端于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油 

画语岛体系这--体系的最大 

特征是“木质化”，即根据某 

种“社会生活的本质属性”来 

反映现实正是在如何破解中 

国革命现实t:-义“本质化”特 

性的艺术难题这个问题1:，陈 

安健走出广一条全然不同于其 

他“四川I闻派”艺术家的独特 

道路.•走向表象 

平心I丨ij论，相对他那些才 

华横溢的M班同学，年轻的陈 

安健并没有一开始就在反抗现 

实主义本质化趋向的过程'I | m 

卜.他们的步伐。受高小华、程 

从林、罗屮立、何多苓这些亦 

帅亦友的卜彳学们的影响，陈安 

健办.曾运…过多种现实主义活 

语方式，彳I丨继创作出不少反思 

性和乡I•.性的写实作品。但直 

到1999年他四十岁t卜将视线 

锁定在重庆黄桷坪的交通茶馆 

上时’陈安健才真正打开了具 

存自己独特个性的艺术之门： 

用“表象化” r•法来贯构传统 

的现实主义。 

陈安健“茶馆”系列汕両 

作品首要的美学价值在于为中 

同当代现实一1•：义艺术贡献广一 

种+含先验木质意义深度的表 

象化的生活景观与视觉空问。 

也就足说，我们在“茶馆”系列油画的画面I o苕到的那些真实再现的空间‘j 

场迓仅仅具备一种现实生活的视觉可辨识度，完全丧失r传统现实t义绘胆 丨 

所强调的“主旨”、“丨丨的”和"MX"。 

“民俗表象”可以说足我们对陈安健“茶馆”系列油画敁基本的视觉感受： 

中M人喜爱饮茶,中国各地也遍布若形形色色的茶馆、茶肆、茶铺和茶楼 

陈安健在系列油画巾所描绘的遺庆茶馆,确是-个洋溢着中同西南山城独特 

地方风情的民俗世界:在这里,斑驳粗糙的砖墙 

和赫然裸露着梁脊的屋顶围出一个简陋的空间, 

陈丨〖I破的四方桌和长条凳杂乱铺展，许多人大 

白天在公众场所光着膀子旁若无人高声喧哗…… 

这呰风俗丨强烈的地//阁像忑K俗意义。经 

典现实主义画家不同，陈安健在这-系列油画中 

既没有以点带面来概括当代中国社会各阶足状况 

的社会学企图,也没有现实主义画家常常难以遏 

止的人道主义化的脉脉温怙。他只足像•个人类 

7:家那样犬共烦地粘心描绘着茶馆这个民俗场 

景中的所宵细 

节：从建筑物的 

内部结构、桌椅 

板凳、茶具摆件 

到人物的神态、 

衣着、发型与服 

饰……在这里， 

“茶馆”事实上 

是陈安健承载他 

解构20世纪中 

同现实主义关十 

“现实必有其本 

质”论断的工具 

与手段。作为屮 

丨印现实主义和新 

时期现实主义乡 

t绘両不动声色 

的反叛者，陈安 

健将“茶馆”呈 

现为一个乂一个 

精雕细刻的“民 

俗场景”和毫无 

本质内涵的“民 

俗表象”——也 

就是说，陈安健 

的绘画乃是“茶 

馆”这一独特社 

会空间的直观描 

绘成文化人炎学 

的生存实泌 

“茶馆” 

系列油画的另--重面相是“市井表象”与批判 

现实主义经常描绘的“底U社会” +M�陈安健 

作品中的“茶馆”没有阶级分析和社会对立的深 

度意义支撑。表面上看,茶馆当然是“市井” 

可是,“市井”的对立面又是什么呢?是官场? 

庙字?学院?还是t流社会?其实不然。陈安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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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茶馆”完仝没妨激发H•.会底层人们阶级认同和屮命斗上的宣传动机与怠 

iK形态企阁，也就是说,陈安健将现实丨•：义视域屮的社会生活々问祛魅化广 

Ik衷象化广袪魅以后的茶馆，+洱打乜揭示社会牛活本质的符指内涵:茶 

馆就是茶馆，不过是一种“市井表象”而已。 

其实，陈安健式现实主义的“忐象性”特征史叫显的体现仍然迮于绘両 

语言与技术本身。“茶馆”系列融合了多种油両技巧，仑的布局、构成、色彩、 

笔触、光线等等，无一不是陈安健多年苦练手上功夫的集中体现。不Mn 

希文、罗:r.柳鲜艳明亮的油彩平涂，不同于高小华、程丛林强烈厚甩的沧桑 

格调，不同于罗中立混合着照扣写实fe义的人道主义乡1二写实以及其后期更 

打创造性的东方原始风味……陈安健的“茶馆”系列既在大场而和空间感h 

in求造型的严逆、扎实勹粘确，丨H乂仵细处有怠沢地保释m丁.绘笔触的 

册呋微妙的感觉与愤绪。尤；«•是’他面对人物众多的茶馆众生扪时.艺术家 

驾驭両而所体现出来的高超的写实技法成功地逃离广任何形而匕学的意义追 

求这吋的陈安健完全陶醉在为绘画而绘画的痴迷状态、彳屮，“茶馆”系列 

闪而呈现为意义深度彻底消隐的“技术表象”。 

:•、茶涔：平民式的r-丨我洵唤与口常观看 

从观Y1•行为的视觉投射看，如果说“茶馆”在空fnl氛II方面y.现广•种 

表象化的生活场景的话，那么，“茶客”则更能够直接体现陈安健对传统本 

质化现实主义的解构和重组与正统现实主义的人物形象不kjj ,陈安健“茶馆” 

系列油画中的茶客不仅不是“高、人、全”的英雄人物，而且也根本不具各 

所捫社会主义新人的任何一点基本规范。他们平谢而懶散,要么沉默寡言、 

无所事供，要么插科打诨、百无聊赖，完全厲i-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 

论述的那些“沉沦在世”的、处于“平均状态”的人用通俗的说法，他们 

共实就是“平民”或“市民” o根据观看双向同构的原则，陈安健油画中的“茶 

客”糾唤出一种观符的主体——平民自我，也钔应逑构出一种观看方式一 

日常观苕。 

显然,平民化自我的日常观看作常容易为当代中闽艺术观众所接受,这 

种日常观ff具訂-种平视的角度,它所代表的观蓿方式是一种蹐常之召，• 

种白然主义式的观苻方式,它与当代中国人的岛我想象与ft我体验密切桕关。 

作为观舂的对象同样又足凝视的主体，陈安健作品中的“茶客”身兼二任， 

它折射出的是当代人在理想幻灭之后的内心世界与精神面容。 

在陈安健‘‘茶馆”系列汕_的近距离特写作品中,《老人头》系列非常 

经典地体现出当代中M人邵种安分守l!、随遇而 

安，既麻木+仁乂自得其乐的精神状态这足每 

一个中国人何其熟悉的面孔：一个个返休老人， 

头发花白零乱,脸上沟壑纵横,他们每天按时出 

现/」：破败简的茶te,无数次缓慢地低下久，默 

默无语地喝若那1.5兀•杯的劣质花茶陈安健 

不避老a,用他独特的讨象巧实语言不厌其烦地 

描绘老人的头发、胡须、衰老皮肤上的褶皱和斑 

点他所花费的时间、精力勺心血将人们的观朽 

视线K�久地带入这些老人的内心III:界人生Li快 

要走到尽头.所冇经W1 j忭_j〖逐渐化为一缕缕A-

烟，他们低头一吮与其说足向过去的致敬，勿宁 

说是对变化无常的命运和社会变革一次无可奈和 

的和解这里没有激烈的抗争、悲痛的呼号甚至 

明显的哀伤，有的只是荇无其七、宁静如水的淡 

淡-噪这样的视觉图景，H然是传统现实i-:义 

所无可理解也无从显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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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x51cm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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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x88cm 2013 

茶馆系列•枪杆-

40x50cm 2010 

茶馆系列•飞呀， 

4斗x6ocm 2012 

(布rfri油画) 

(布面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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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市而油画） 

茶涫系列•看手相（布面油画） 

52X7icm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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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日常观看的询唤结果,茶客的另一种主体状态是“闲散自我”文 

人活语体系里,悠闲与散淡本是中网传统士大夫所倾心的-种生存状态。n 

它何尝不适中n�i文化中-种极为抒通挂至深入普逋民众竹髓的粘神面貌呢？ 

在陈安健“茶馆”系列油画中，茶客们惯常的无聊情结和散漫状态——按海 

德格尔的说法，足“闲谈”、“两可”和“好奇”。没有仆么深度的交流， 

没有仆么公共空间的交往理性,陈安健笔下济济一堂的茶客们多数时候沉默 

寡言，0!多的时候处处I*•究全没初内心交流的游戏活动、1屮——打牌或者下 

棋茶客们越足_卩有味地投入到毫无意义深度的游戏活动当|i>，他们与这 

个具体的社会空间就越没有A实的粘神联系聚粘会祌的游戏者如此，乐此 

不疲的旁观咨同样如此。 

陈安健“茶馆”系列汕画还广泛存在召另外一种观苕的自我——“低俗 

自我”或“情欲主体” o如果说《茶馆系列•走这儿》是遮遮掩掩的偷腥, 

那么《茶馆系列•看手桕》则是明E]张胆的调情;如果说《茶馆系列•偷窥》 

足男性主体的情欲投射，那么《茶馆系列•供茶》则||丨以说是女性丨1我无意 

识的投怀送抱……在屮国传统现实主义那里,这些是注定要剔除的社会生活 

的“非本质”因素。在陈安健“茶馆”系列油画里，这种平民旧我的H常观 

看却!ii得那么自然而然，它与本质1.:义现实主义的形象塑造形成强烈的反讽 

性语义关系。对当代中同人的视觉经验而言’陈安健这些作品所描绘的场景 

竹着超越共画而的深远意味 

总之，自1999年第一幅“茶馆”诞生以来， 

陈安健通过“茶馆"系列油画不断将屮同传统现 

实主义“衷象化”，这些粘彩纷呈的优秃闽作+ 

仅呈现出“茶馆”这一弥漫着浓郁东方市井生活 

气息的非本质化的视觉景观,而且又以“茶客” 

这-平民主体的日常观苕方式释放出多元化的闸 

释界而。与此同时，陈安健“表象现实主义”油 

画还潜在地响应了 20世纪世界现实主义艺术的 

多向度发展,从而在卄t界艺术格局中持续焕发出 

独特的艺木魅力。 

本文为新tit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ECT-I2-IW43系列论文.四川大卞中 

央商校坫木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11 (批排^ ： SKQY201204 )成果 

(作片单位Pt丨南交迎人学艺术‘j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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