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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磊独特的创作思路并没有止步于
此，《城市-印象》就是闫磊在创新道路上
的又一力作，给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认知里的版画一般都选取表面相对平滑
的版来制作，而后直接转印出来，形成作
品。而闫磊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在纹理
杂乱的合成木版上来凿刻，同时又将剪
纸的手法结合进来，在转印下来之后，用
剪的方式制造线条，描绘图形。这样一
来，一幅原本完整的版画就变成了有剪
纸特色的镂空版画。画中横竖相间的凿
刻，深浅交错，很多读者一下就联想到现

在频繁使用的二维码，加之被二度创作
的抽象的镂空的立交桥、高楼大厦、斑马
线、交通标识，这样一结合，也就明白取
名《城市-印象》的含义了，但是在我看
来，正是通过版画的艺术形式和不同原
材料的使用，使得黑红的线条跃然纸上，
仔细研究倒有了古文物陶罐上回形纹饰
的些许韵味，这么一想就有了近看古典，
远看现代的别样效果，立交桥和斑马线
抽象的艺术处理，也让这幅画变得既传
统又现代，《城市-印象》中的“印象”也就
变得更加包容，不仅是当下的新印象，偶
尔还会会想起脑海中的古老印象。这样
多元的艺术手法相融合，也体现了闫磊
在传统艺术表现形式与当代元素二者之
间不断寻求新的平衡点。

从闫磊的创作中可以看到好多不同
流派不同风格艺术家的影子，有借鉴，有
启发，有融合，在探索与尝试中一步一步
走出自己的风格，自己的味道。当然，肯
定会有些许传统画家、传统艺术家对于
闫磊这样杂糅的创作方式抱以质疑的态
度，会否定其大胆的表现手法，觉得没有

自己的风格，觉得是在耍小聪明，甚至认
为他是在博眼球、走捷径。但是，不可否
认闫磊在中西方美术表达的截然不同当
中努力寻求契合点，在传统浪漫主义与
西方写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中求同存
异，并且闫磊在艺术创作中不停的实验、
探索，越走越远。

这种对于艺术的大胆，不断的探索值
得文艺创作者引起注意。闫磊在主流创
作群体中可以称得上一股清流，他这种迥
然不同的创作思路既可以给新生代创作
群体带来新启发，也可以引起老一代创作
群体的激烈讨论，恰逢处于当下艺术发展
的新节点，对于闫磊是一个大的机遇、大
的挑战。要想破茧成蝶，就需要闫磊付出
更多的努力，去苦思冥想，有更加新颖的
创作，以及在创作时更为严谨的态度。

新时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文艺作品出
现在人民的视野里，日常的鉴赏活动中，
人民群众也愈发觉得审美疲劳，这个时候
人民群众就愈发的喜欢闫磊这样能给观
赏者带来不同视觉观感的艺术创作者。
同时就要求闫磊在创作的过程中以人民
为中心，去创新出新的作品，构架出不一
样的表达形式，深深的投入到创作群众所
喜闻乐见的艺术世界中去。

破茧成蝶
——闫磊创作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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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思维总是容易被禁
锢的，提及美术首先就会想
到大众熟知的油画、国画等
等，谈起书法无非行书、楷
书，稍有了解的还会说有篆
书、隶书，想法很难拓开。思
维的封闭好像成了每个搞文
艺的一大难题，有的更是像
瓶颈一样久久不能突破。这
样一来创新便慢慢在艺术的
创作过程中埋下了种子，这
不仅是鉴赏者所希望看到
的，同时也是文艺创作者日
思夜想希望达到的高度。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文
艺形式多若繁星，蔚为大
观。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文艺形式也都逐渐走向巅
峰，开始出现不同表现手法
的大融合。这也正体现着广
大文艺创作者们在创新的路
上久久为功，砥砺前行。而
闫磊就在这条道路上不断探
索出自己新的成果。

漆器的历史源远流长历
久弥新，最早出现于新石器
时代，其制作工艺异常繁琐，
需经过制胎、采漆、髹漆、描
绘，剔刻、推光最终而成，所
以也叫推光漆器。闫磊在此
基础上巧妙的将漆器的工艺
与绘画相结合，使漆艺呈现
在二维平面上形成漆画，其
作品既有国画写意的韵味，
又有西方油画高饱和的色
彩，从而有了不一样的观感
体验。这种开放的、融合的
艺术构思理念和艺术创作手
法放眼吕梁山也是独树一
帜，令人眼前一亮。

漆画的制作过程是一个
漫长的等待过程，一遍遍的堆
漆、变涂都需要漫长的阴干等
待，这对于当下节奏极快、艺
术大家们都处于追名逐利的
大环境下，能够放慢节奏潜心
创作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闫磊出生于上世纪七十
年代，生于柳林，长于柳林。
1997年从山西师范大学美术
系走向社会，之后参加中美协
举办的第十届全国漆画高研
班，师从陈立德、吴嘉诠、陈金
华、程向君、苏星等多位漆画
名师，系山西省美术家协会会
员、山西省漆画艺委会会员、
山西省工艺美协会员、吕梁美
协、吕梁油画家协会理事、吕
梁市工艺美术大师、柳林美协
副主席、柳林画院副院长。二
十余年来一直从事现代漆画
的创作与研究，作品多次入围
入展国家、省、市美展并获奖。

闫磊是创新领域里擅长绘画的，是绘
画行业里擅长创新的，同时又将融合做到
了出神入化。以往的认知里，书法是作为
题诗、题词、落款在画中出现的，而闫磊却
另辟蹊径，做到了美术与书法融为一体。
有幸见到其还处于创作阶段，未完全面世

的漆画作品。画面中通过黑色的线条把
考古的“考”用草书的不同写法表现出来，
并且只取其局部，含蓄的表现让人不明所
以。但是放眼全画，画面下方的元素不可
忽视，金色的三星堆面具犹如点睛之笔，
与鉴赏者相对视。闫磊通过解构重组的

技法，用两种大的色块将画面上下割裂开
来，使得观者在第一眼看到画时，或许会
不明白黑色线条的含义，但是思考之后就
会豁然开朗。解构与重组的巧妙配合，营
造出一种隐晦和些许神秘的观感，把考古
的未知与神秘表现的淋漓尽致，能够体会
到创作者的深层意蕴，同时观者也能够感
受大漆自身的质感。取材上，闫磊也别有
用心，巧妙的选取一般装潢会用到的木工
板，而不是选用常见的画布或者木板，这
种由木屑直接压制而成的平面造就了它
与生俱来的独特肌理，直接在这样的木板
上髹漆、作画，最后打磨出来就得到了看
似随意、杂乱的线条，其实却倍感画面的
张力，这样简单而又直接的创作方式，仿
佛又赋予了新的生命力。这种漆画与书
法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美术与考古
两个不同行业、画布与木工板两种不同用
途的多元融合，表现出闫磊灵魂深处的趣
味和解构与重组的艺术造诣。

提起解构和重组，闫磊有不少大胆
的尝试。《古镇遗迹》就是闫磊的第一次
艺术实验，比起主流画家，闫磊的创作更
像是影史上早期的先锋派导演的电影创
作实验，他对传统国画进行了大胆的探
索和实验，摆脱了传统观念中刻板的国
画概念，打破了印象中国画的完整布局，
将传统的国画进行解构裁切，重组起来，
平贴成一幅新的作品。完整的古建、完

整的记忆被彻底打破，割裂开来，象征着
儿时熟悉的场景，在快速发展的时代大
背景下成为了脑海中的记忆，而解构之
后的裁切，又将一些经典的元素凸显出
来，造成一种放大化的特写一般 视觉效
果，将人们的视线吸引到特有的古典元

素之上，脑海深处的记忆瞬间被无限放
大。重组之后看似毫无章法，实则充满
了对那些特定年代的留恋和回顾，以及
对于时间这种不可逆的不舍之情。尤其
在创作过程当中，闫磊并没有像传统山
水画那样通过写意的手法去浪漫的表
达，而是去真实的还原场景，中国古代建
筑中的红柱、吕梁山上的黄土窑洞、蓝天
像西方油画一样，出现在了画布上，同时
毫 无 留 白 的 保 留 ，让 色 彩 占 满 整 个 画
框。这样高饱和的色调，反差鲜明的色
块挤在一起剧烈碰撞，纷繁的元素出现
在视野里，强大的视觉效果给人一种压
迫，彻底的激发起属于那代人最后的回
忆。闫磊的重组让画面不再像传统国画
一样静谧、深邃，而是有了当代艺术的活
力，甚至远观会给读者一种在欣赏油画
的错觉。这种后现代主义式的表达与中
国传统国画的技法交叉融合可谓是让人
眼前一亮，这样大胆探索、尝试的勇气也
是文艺创作者所急需的气质。

一、不同艺术形式的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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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尝试

三、传统版画形式下的当代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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