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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架上绘画被观念、新媒体、装置甚至行为等艺术挤压和冲击的当下，毛焰坚守着

自己的肖像创作，并使其成为一种脱离了种族、性别和个性等个人特征之后杂糅了社会、

历史和人文等因素的关乎其个人情绪的精神符号（栗宪庭语）。他以面孔为媒介，赋予

画面思想和精神力量，用生动灵活的笔触书写和交织由微妙色彩和丰富层次构成的无限

世界。他的观念性肖像绘画极具精神内涵，具有鲜明的人文倾向和理性色彩，代表着中

国写实主义绘画的新高度。

毛焰的展览一直较为频繁，2012 年 6 月，毛焰参加了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在当代：

2012 中国油画双年展”。同年 11 月，大未来林舍画廊推出“绘画之中 - 毛焰师生展”，

邀请了毛焰领其执教之南京艺术学院的四位杰出学生共同联展。今年 3 月，今日美术馆

的“面对面——中荷肖像画及室内绘画”展览中，毛焰携自己连续绘制十几年的“托马

斯系列”亮相。

十几年画一个人 毛焰的缪斯——托马斯

据毛焰回忆，大概是在 1999 年的时候，他开始画托马斯。毛焰在一个偶然的饭局上，

认识了前来南京学习汉语的托马斯。毛焰说，决定画托马斯也只是一时的想法，没想到

越画越顺手，越画越有感觉，更没想到的是《托马斯肖像系列》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艺

术界的地位。而托马斯无疑也是一个好模特，“我总是不间断地拍托马斯，让他摆出别

扭的姿势。”从毛焰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出，性感的托马斯、迷离的托马斯、空灵的托马斯，

托马斯配合毛焰拍了很多很多各种富有表现力的照片。

“十几年就画托马斯一人”对于毛焰来说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原因，“其实很简单、

形象很单一，对我来讲比较方便，比较简单，不需要面临别的太多的考虑，能专心致志

地做一件事，花了十几年画他，等于画了一沓画的概念，就是安安静静的，踏踏实实画

一个单一的形象”。

如果从初衷来说，或许是因为毛焰喜欢托马斯身上没有任何的附属性，和“当代中

国艺术”这些概念没有关系，让他能够专心探索绘画语言。

毛焰喜欢古典艺术，也喜欢当代艺术，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作品是否“当代”，

他觉得这一点也不重要，而且这样看艺术作品太过简单化。但他的肖像画绝不是传统意

义上的肖像画，他只是借助了一些人物形象呈现出自己在不同时期的精神状况。从早期

的激烈、尖锐和敏感到近期的平淡、虚幻以及温和，“都是我对自己的一些认识而已，

当然，这里面更多的也是对绘画的一些认识。”对艺术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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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年四季的变化一样，“比如说我近期的《托马斯》眼睛又开始睁开了，又开始脱

离开一些所谓宁静、安静、虚无的状态，现在又开始有所变化”。除此之外，毛焰也开

始逐渐展开，在创作中增加一些新的形象和人物。

绘画就是我一生的梦想，是一个非常大的世界

自幼年起，毛焰就在父亲的启蒙下学习绘画，富于天分。中央美术学院多年系统而

严格的教育，造就了他坚实的专业基础。在对西方油画传统深入学习的同时，毛焰一方

面醉心于丢勒、戈雅等大师的古典主义，一方面又汲取现代新表现主义的精华，逐渐形

成了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极端高超的绘画技巧细致入微地刻画出形神兼备、" 神超理

得 " 的自然境界，使肖像绘画趋于完美。

毛焰在绘画上可谓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当然用他的话来说是“想尽可能的更好一点，

更加达到自我的要求”。坊间传言，毛焰参加展览的作品中，经常会有并未完成的作品，

但一般观众怎么看得出来？等到展览结束，毛焰再把作品拿回画室，慢慢去继续深入，

继续塑造。对此，毛焰说：“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有的时候绘画就是一个没有止

境的，没完没了的，实际上说每一件作品里边都会留下很多的遗憾”。

生活中有些不羁的毛焰，在绘画上却是完全相反，三四岁开始画画，画了这么多年，

毛焰认为自己心中对画画是有很多要求和标准，他想尽可能的，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接

近心中的一些东西。不惑之年已然过半的毛焰随着年龄阅历等各方面的变化，现在越来

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完全在绘画当中。“怎么讲呢？”他说，“这是我所有的乐趣，所有

的感觉的东西全部基于我的绘画”。

对毛焰而言，绘画是一生的梦想，“绘画就是我一生的梦想，对我来讲就是一个信念，

我相信我完全敬仰这个事情，所以我认认真真做这个事情，我不会随随便便，乱七八糟

做这个事情，这个是我从小就形成的一个与生俱来的概念，我对这个事情觉得它需要你

用全部的情感，全部的能量、力量，全部的投入在里边，我觉得绘画对我来讲是一个非

常大的世界”。

南京，梦想生长之地

1991 年，毛焰自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很被动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当时，

尽管他的系主任和导师想尽办法，但由于历史原因，八五、八六、八七三届学生绝对不

能留京，原则上打回原籍。万般无奈之下，他决定到南京，因为对他而言最低的底线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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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Thomas of Crete Island / 毛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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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Portrait of Thomas Commemmoration No.1 / 毛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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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还能画画，就足够了，其他都不重要”。他就这样来到南京，在南京艺术学院当

了一名普通助教。

一个人漂在南京，看似不如意的人生际遇，却恰恰让毛焰有了更多的时间思考，他

开始考虑绘画跟自己的根本关系，“绘画的意义对我来讲到底是什么，包括现在我也时

时刻刻在考虑这个问题，在想绘画对我来讲到底是什么，到底意味着什么，到底这个里

边对我来讲，对我的生活、生命、情感来讲，对我的所有东西它的反馈到底是什么，我

一直在考虑，因为如果说信念也可以，但是我认为就是一种宿命，让我所有的东西都基

于这个考虑。我尽可能地让自己在这个事情上纯粹一点，我一直要考虑，要饱有纯粹的

可能。”

在南京的毛焰练就了沉静的心态，不刻意追求什么，艺术上也顺其自然，自然而然

地顺着事情本身的“道”去生长、变化，“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这个里边”，就

如苏东坡的那句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中国文化中所有的事情最后都讲一个“道”，远离浮躁隐居南京的毛焰对自己的绘

画之“道”有深切体悟，就是——顺着你自己对生命，对历史，对人的一种态度。“因

为绘画本身是一个很微小的事情，绘画本身是小而又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很简

单的，不是什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获得对生命的感受，对历史的感受，不断

地学习，不断地感受很多丰富的情感，绘画就是对我来讲是一个这样的平台。我通过绘

画可以感受到非常丰富的东西，非常丰富的信息，非常丰富的情感体会，所以我觉得你

要进入到这个里边，就是始终把一个绘画放在你对生命的理解中，放在时间、记忆、历史，

你的内心，人的人性中，在这个里面考虑，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能感受到的东西会是那

么多，你通过绘画的平台、过程、事情本身去感受，很多东西会通过你的笔端，自然而

然地显现，很多的信息也会透露出来。我觉得绘画最厉害的时候就是要去提炼一些东西，

哪怕是很微小的，但是这一点点东西里边可能就包含了很丰富的元素，而它们一定是自

然而然地呈现出来的。”

    

记者采访毛焰的时候，他正忙于为今年 5 月即将在佩斯北京举办的个展筹备作品，

下午画画，每天如是，不允打扰。这种人生态度与其作品的灰色颇为相衬，不温不火，

却有着最宽广的内在。从最初的“朋友系列”到“托马斯系列”，再到现在毛焰在创作

中加入的新的形象，这种“比透明更白”的灰度一直更加进入我们的内心，滋生出与毛

焰可相望的对艺术的虔诚。
03> Portrait of Thomas, 2004 no. 5 / 毛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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