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的一生与美术之缘，堪称中国现代艺文史上别有价
值的佳话，也成为美术创作永恒的主题。鲁迅有着如同百科
全书般丰富的人生，他不仅是民族脊梁的文学大家，是铮铮
铁骨的精神领袖，也是曾写下“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
春山”之句、对中国现代美术的推动和发展影响深远的艺术
先驱。2016年先生逝世八十周年，刘春杰的“私想鲁迅”展览
不失为一次发思贤之真情的祭奠之举。

刘春杰坚持创作“私想”系列多年，从 2005年第一本《私
想者》木刻图文书出版至今，笔耕不辍。在当代艺术氛围活
跃的今天，他既秉持当代意识，同时也尊重艺术规律，尤其是
自己的艺术心性。他的作品大多由物起兴，异趣横生，既有
与日常生活的照面，也有对家国天下的沉思，既针砭了社会
的痼疾，也畅抒了内心的性灵。正所谓“遇于目，感于心，传
之于手而为象”，刘春杰的“私想”系列展现了他作为一名艺
术家所具备的独立思考、敢于批判的品格。鲁迅先生曾说
过，“做一件事，无论大小，倘无恒心，是很不好的。”刘春杰的

“私想鲁迅”系列，既是对其自身艺术风格的延续，也是对以
往内涵的突破。这个系列主要包含两大部分，一类是版刻，
二为水墨，实际上这两者是相互贯通的，他的版刻中有水墨
的概括与气韵，水墨中也有版刻的简约与明确。刀与笔两种
造型语言尤其是刀刻的痕迹与笔线的廓形如阴阳相生一般，
在刘春杰那里是相接相通乃至是相互滋润的。在他的木刻
版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画面中流露出的灵气，画幅虽有限，
但其中流转的文思“莫不有沉挚之思，灏瀚之气”。而木刻艺
术锋芒毕锐、黑白分明的风格，带着珂勒惠支似的有力和坚
决，又如同鲁迅先生那些不为讨好世人而作的杂文，尖锐而
深刻。他的水墨画也具备很好的感觉，单纯直接，用笔墨渲
染的变化和直率诙谐的文字描绘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
鲁迅先生。

在“私想鲁迅”这个系列中，刘春杰带着他的思想进入了
鲁迅的世界。这个世界既是精神的世界，也是形象的世界。
在精神的世界中，他画出了鲁迅的骨气、情怀以及对人性与
现实的洞察，或则犀角烛怪，或则肝胆照人。在形象的世界
中，鲁迅笔下难以计数的人物和角色呈现了人生百相、跌宕
喜悲，而鲁迅本人即是一种极富视觉个性的形象。与许多表
现鲁迅的视觉作品不一样，刘春杰在创作过程中始终保持了
他自己的“私想”，下笔之时、运刀之际如同与鲁迅形成穿越
时空的对话，一起谈笑盘桓，也一起面对世界，其中既有公开
的、共同的社会性话题，也有个人的甚至是私密的话题，因此

他笔下的鲁迅的形貌十分多样，他用珂勒惠支式的、卡拉瓦
乔式的、表现主义式的、文人画式的手法来描绘他“私想”中
的鲁迅。“这些”鲁迅或是慷慨陈词者，或是喃喃自语者，或是
愤世嫉俗者，又或是温情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刘春杰试
图接近鲁迅，然而鲁迅并不能简单地被当做是一个简谱化、
符号化的人物，一件作品也并不足以画清鲁迅，为此，他要用
系列作品进行表现，在表现鲁迅之时也表现自己的情怀。

在当代艺术遭遇全球文化新的碰撞与交汇下，艺术创造
的初衷和过程都很容易被外部世界纷繁的景观所干扰，要保
持一份冷静的思维和朝深度走去的心境实属不易。刘春杰
多年来难能可贵地保持了严肃的学术追求和纯正的艺术心
态，在悠游于大千世界的入世感怀中，以睿智的双眼看待世
态，以坚定的执守回归本心，这就有了他构筑的“私想”空
间。因其是“私想”，便可以天马行空，令自己处在超验的状
态。他的作品信手拈来，不求宏大叙事，但以一个个片段展
开多角度的视象，犹如梦境的回闪，在意识与无意识的边缘
地带徜徉，由此显出一种冷眼看世界的深度。刘春杰在艺术
语言上也同样具有达观的态度，追求自由与自然这两个“自”
的境界，前者见其思想，后者见其造型。在“私想鲁迅”这个
系列中，他的笔下就浮现出鲁迅的多面形神，不落概念化的
窠臼，而在笔墨与木刻的语言中，更可见他写意的情趣和叙
述的快慰。

“私想”的鲁迅是刘春杰向鲁迅致敬的方式，他的“私想”
更是一种艺术的态度，这让我们想起鲁迅，想起鲁迅根本的
精神。有了这种态度，刘春杰便能够沉浸在自我自足的世界
里，将万般人情世态作为表现的素材。

（范迪安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构 筑 私 想
——写给刘春杰个展的前言

刘春杰，自幼喜版

画。1983 年，读中学时在
《黑龙江日报》上发表了一
幅木刻作品，激发了创作版
画的信心。1989 年至 1991
年在鲁迅美术学院进修。
2004 年离开哈尔滨到南京
发展。曾任黑龙江农垦日
报社美术部主任、《江苏画
刊》广告部主任，现是南京
版画研究院院长、南京市艺
术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美
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
术师。中国当代版画文献
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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