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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子先生的工作室置身于闹市中心的繁华地段，我们见到他的同
时，还见到了满满一屋子大大小小的油画。正当我好奇地打量着遍布
在各个角落的画作时，他不由地说道：“除了睡觉和阅读，我的其余时间
全都奉献给了画画。”

木子的作息规律与常人大有不同，经常是白天休息，夜晚作画，兴
许是夜间静谧少有羁绊，他可在画布面前放开了心胸，驰骋、畅快、恣
意，尽情地触碰属于自己的真实灵魂，并从中得到精神满足。

于我而言，木子是位和蔼可亲的长者。交谈的过程中，不难发现他
对艺术饱含热情的一面，为人热忱，性情率真，言语之中充满了乐观与
豁达。

木子成长的年代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动荡的时期没有安稳的学习
环境，与今相比，接受专业的教育更是奢侈之事。他说，“我走了很多弯
路，就像盲人摸象，知道世界上有象，但是我不知道象是什么模样。”尽
管如此，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对绘画的追求与炽爱。

他 17 岁进厂工作，一干就是十多年，期间画了很多速写，他调侃自
己，“木工没做好，绘画水平却是日益见长。”后来因偶然的机会，被调去
职业中学当老师，在校任职期间他的绘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用他
的话来说，除了上课其余时间都用来搞创作了。

他坦言，“努力和坚持这两个词放在我身上是有效果的，世界上不
管小事大事，你只要去坚持，一定会有回报。”

尽管木子不是科班出生，但绘画水平与学院派的比起来毫不逊色。
经好友推荐可去美院成教班学习，当时任教油画专业老师的井士剑见
了他的画却对他说，“你不需要在我们学校学了，若在学校里待上一两
年出来也许你就不会画了，你的绘画功底好，容易形成自己的风格。”

没受过专业学院派教育的木子凭着敢想、敢画，依托自己对艺术语
言的深刻解读，以及持之以恒的态度走上了职业画家的道路。每每描
述起绘画的感受，他说：“就像写日记一般，把每天的体悟以绘画的形式
呈现出来。”

绘画是情感的宣泄
在他看来，绘画是一种情感的宣泄，一个“泄”字足以把他内心所想

表达的内容通过画笔和画布的接触，如行云流水般描绘于画布之上，他
用手中的颜料叙说着现实生活的诗意，不会刻意追求某一种风格，而是
偶发性挖掘并表达灵魂深处所流露的真性情，可痛快恣意地表达情绪，
又使笔型笔意充分张扬。

木子的画作很有感染力，他利用油画颜料的各种色彩努力表现出自
己所要的画面轮廓，虚实、刚柔、渐变，使其画面摇曳多姿，既飘渺抽象
又虚幻有形。

绘我所思画我所想
对比木子早期的风景画作，他近期的人体作品更耐人寻味。他通过

自己的艺术手法把人体抽象化，把激进的艺术理念融化在自己的艺术
世界里。即使是极端的绘画也具有艺术美感，他把自己的情感绘于其
中，试图唤醒观赏者对美好事物的深入探索。

人生即是一种体验，又是实现自身价值和理想的实验过程。木子在
长久的绘画历程中，借鉴了表现主义，追求自由表现、自由联想，强调感
情的直率、天真。他在创作中不断寻求绘画与历史的关系，并注重自我
的表现。

木子常对画面进行夸张变形，多变的笔触与可触摸的色彩厚度将画
面效果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使用大笔触的高度概括与多笔触复色的变
调处理，使之呈现出极强的立体感，从而产生极富层次的肌理美感。

线性思维展现人文情怀
作为油画家，木子认真钻研了西方抽象流派和中国传统艺术。抽象

与传统，表面上看它们是相互对立的，但在精神层面上却是高度统一。
在创作上，他避免了一贯的写实风格，摒弃传统的偏颇技法，将西方的
色彩和东方的写意有效地调节，在抽象与传统之间寻找共同点，吸收它
们各自的长处，两者融汇合一，成为独具特色的表达。

他不断挑战两种绘画领域，在用笔上大量引用我国传统书写技法，
试图将纯粹的书法线性思维融入油画之中，不是单纯的线描，而是在画
面结构之间相互产生关联，好比作品的骨架，浑然一体，饱含气韵。

从创新回到原始，强调书法的线性思维，使得画面感更加个性化、
符号化。兴许是由于前辈们的光芒四射使他另辟蹊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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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李惠民，艺名木子
1956年生于浙江湖州
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油画家协会会员
其作品先后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及港台地区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