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杨：高磊心灵的“客观对应物”
———评高磊的胡杨画系列

□米学军

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心灵创造的产

物，是具有高度创造性的精神活动的产
物，它既保留了现实生活中现实形象的
外部特征和情感、个性等内涵，还可以
在形象的创造中投入艺术家的趣味、情
感态度、人格精神和社会理想。因此，我
们在评价艺术家或艺术作品的时候，艺
术家选择什么，表现什么，如何表现，这
是大家关注和探讨的。

英美新批评派始祖、 诗人艾略特
曾提出一个著名的理论：艺术创作就是
寻找心灵的“客观对应物”。 他说：“通
过艺术表现情感的唯一方法是找到

一个‘客观对应物’；换句话说，是用若
干实物、某个场景、一连串的事件来
表现特定情感；最终要做到带来感觉
经验的外部事实一旦出现，便立刻唤
起情感。 ”简单地说，就是在艺术创作
中，艺术家特定的情感只有通过特定
的“实物”“场景”“事件”来表现，“客
观对应物”就是艺术家情感的中介物
和载体，是客观形象与艺术家主观情
感的结合。 这是某些艺术家特别喜欢
某类题材、 某类构图的深层原因，因
为这类题材、这类构图与艺术家的某
些特定情感一拍即合，艺术家的内心
情感在这些题材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和展示。
当代知名书画家、 诗人高磊是一

位豪放、 率真、 充满激情的性情中人，
2008年以前， 他的国画创作主要以画
花鸟和豫东风物为主，为了表现自己的
灵魂和性情，他一直在寻找心灵的“客
观对应物”。

花鸟，一般是柔美的、婉约的，所
以，很多花鸟画大家常常用纤细柔美的
线条、 清新明丽的色彩表现花鸟婉约、
可人的阴柔之美。 “画为心声”，花鸟的
阴柔之美， 显然不能表现高磊的豪情
和豪放，所以，他在画花鸟的时候，尽
力展现和突出花鸟的粗犷和阳刚之

美。 也就是说，具有粗狂和阳刚之美的
花鸟，才是他心灵的“客观对应物”。

细品他的花鸟画， 我们会发现其
线条粗放有力，墨色浓厚如泼，构图大
开大合，所画物象棱角分明，给人一种
力透纸背、激情四射和豪气逼人的阳刚
之美。 如 《冶态轻盈香气摇荡》《荷风》
《清癯》等莫不如此。

同样，他在画豫东风物的时候，选
取和表现的也是豫东风物的阳刚之美：
构图宏大，浓墨重彩，线条粗犷与细腻
相结合，一看就是豪放、豪爽之人的性
情之作，如《故园秋望》《金色畅想》等。

其实真正能展现高磊豪放、豪爽、
阳刚之气的是他的胡杨画系列。 胡杨，
才是高磊日思梦想、苦苦寻找的心灵的
“客观对应物”。

关于胡杨，我们知道，它是生长在
沙漠的唯一的乔木树种， 世界上现存
的胡杨绝大部分生长在中国， 而中国
90%以上的胡杨主要生长在新疆的塔
里木河流域。 胡杨是一种极为神奇的
物种，它耐寒、耐热、耐碱、耐涝、耐干
旱，生命力极度顽强，有“生而千年不
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烂”的
传说。

2008年， 高磊应朋友之邀去新疆
旅游、写生，第一次亲眼看到了这种神
奇的植物。 从新疆回来之后，他的心情
久久不能平静，茶前饭后，日里梦里，
魂牵梦绕的都是胡杨的风姿和神态。

他在《吟味孤独———致胡杨》诗集
的导言中写道：“在沙漠深处， 戈壁腹
地，千姿百态的胡杨林如坐、如卧，如
奔似驱……看到戈壁雪中的胡杨树，
怎能不有洞达天地的深情和感动，在
时空穿越般的遥望中感受生命的真谛

和向往。 ”
一时间，创作灵感喷薄而出，他一

口气写了 30首讴歌胡杨的诗歌。 几乎

与此同时，他也饱含激情地画了 30幅
礼赞胡杨的丹青，以此向他膜拜的胡杨
致敬。

这 30幅胡杨系列作品，与高磊以
往的创作相比，构图更加狂野，线条更
加粗放，情感表达更加张扬，画面带
给观众的视觉冲击力和审美快感也

更加强烈。 如《挺立苍茫》，画面以暗
黑色为主基调，以此来表现胡杨的沧
桑和厚重，画面中间，用粉色和浅黄
色来衬托，以此来表现胡杨的繁茂和
生机，同时，画家以大写意的笔法为
主，用粗狂有力的线条描绘和勾勒胡
杨的树干和枝叶，以此来表现胡杨的
坚韧和阳刚。 这样一来，画面既有了
历史的沧桑和厚重，又有了现实的繁
茂和生机，既有了艺术的美感，也表
现了艺术家的激情，既有了深沉的意
蕴、韵味，又有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其他如《激扬》《见证沧桑》等，其艺术
构思和处理方式，也大多如此。

笔者认为，在胡杨画系列里，高磊
的才情、 天赋在这里得到了尽情的呈
现，高磊的豪情、激情在这里得到了尽
情的宣泄。 胡杨即高磊，高磊即胡杨，
这大概就是心灵的“客观对应物”的真
实含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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