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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进出凤起路地铁站 F 口的来往行人会发现，这里挂出了一副艺术壁画，超大尺寸，色彩

艳丽，非常抓眼球。

这是一幅混合材料装置艺术壁画，画名叫《一池荷叶》，宽 16 米，高 3

米。壁画的右下角，签着画家的大名：晨晓。

晨晓是唯一一位以华裔艺术家身份进入新西

兰主流画廊的画家。不过，论起来，

他其实是杭州人，在杭州出

生。

在海外的几十年里，晨

晓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及

新西兰连续举办过 40 多次

个人画展，是新西兰作品被

收藏率极高的艺术家之一。

他的作品被美术馆、博物馆、

新西兰国会大厦、总督府等

公共机构及私人收藏家大量

收藏，还被收入新西兰中学的

教科书中。

杭州凤起路地铁口16米最美壁画，出自一个杭州籍艺术家之手

他有色彩障碍，却把色彩玩得更大胆

晨晓晨晓

本报记者 汪佳佳本报记者 汪佳佳

用大胆浓烈的色彩画西湖
画家却被查出有色彩障碍

那天，晨晓与记者约定的采访地点，就在凤起路地铁站 F 口的壁

画处。

《一池荷叶》画的是西湖风景。晨晓用红、黄、蓝、绿来表达西湖、

保俶山、白堤、荷叶之间的关系。

柠檬黄和翠绿色的湖水，鲜艳的红色、蓝色、绿色中，点缀着肆意

扩张的中黄、桔红色的荷叶，深蓝的天空和朵朵云海更加强了画面之

间的互动和张力。这种大胆而浓烈的色彩组合，粗犷的笔调，形成了

特殊的美感，有一种直击人们心灵的震撼效果。

晨晓告诉记者，《一池荷叶》的创作，全新运用了中国画大写意

精神，并结合了西方绘画的色彩元素，彻底“颠覆”了人们对“荷”的

理解。

但谁也想不到，这样一幅色彩明丽的画，居然出自一名有色彩障

碍的画家。

晨晓出生书香世家，是宋代大儒朱熹的第 34 代后人。因为时代

原因，晨晓没有读完初中，基本是靠自学，家中长辈都是他的老师，该

学的，一点也没落下。

不过，艺术这门功课，晨晓师从的是大自然。他背着画板，到处

游历采风。几年里，走西北，探东南，不同的风土人情不仅带给他丰

富的人生养料，更在他的内心埋下贴近自然、亲近大众的创作灵感

和源泉。

到了读大学的年龄，晨晓想报考美院，可是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是

色弱，于是失去了入学资格。

“您看这个盘子是什么颜色？”记者指着一个明亮的正黄色的盘子

问他。

“我看这个，是一个偏红的黄色。”晨晓说。

虽然跟普通人看到的颜色不一样，但晨晓并不觉得自己的视力有

问题，“只能说我对颜色的理解和别人不一样。”

诚然，视觉感受是一种投射效应，原本也没有正确与否一说。

曾与顾城是室友
有时晨晓写诗，顾城画画

有别于中国艺术家们重视作品内容和主题，晨晓的绘画超越物象

表现，在充满灵性的精神世界中飞翔，又如轻盈美丽的音符，散落在唯

美的画面中，为人们描绘了一个既熟悉而又陌生的色彩世界，诉说着

他心中的家乡风情，和西湖情结。由此，他特别创作了“杭州印象”系

列，《一池荷叶》就是其中的最新创作。

上个世纪 80 年代，晨晓虽然是 85 艺术思潮的一分子，参加过浙

江85新空间画展、中国美展、全国体育美展、全国青年展，但自学成才

的他属于学院派的边缘人，没法得到广泛的认同。于是在1986年，晨

晓决定去海外追寻艺术道路。

新西兰是一片美丽浪漫的土地，为晨晓的绘画营造了一个绝佳的

环 境 。

在这里，晨晓结识

了著名诗人顾城。两人除

了是室友外，还有很多共同点。晨

晓也写诗，顾城也画画。“他是一个天才。”晨

晓说。

鲜明、大胆的用色成为晨晓标志性的风格印记，大片的色块在他

笔下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碰撞、组合，达成独具韵律感张力。“我的画以

美的呈现为主要目标，不想用绘画来解说思想问题、哲学问题。我仅

仅是一个画画的人，只想把我的阳光和色彩传递给大众而已。”

“我想做一个艺术介入生活的艺术家。”晨晓眼中的“美”，不是高

高在上，而是贴近大众。为了让更多的人可以理解他的艺术，他在中

国多个城市的购物广场打造了一场又一场“自然为呼声”的行为艺术，

让120个美女穿戴晨晓色彩符号的丝绸服饰，游走于购物广场的各个

角落。

“很多人都说，晨晓你怎么这么幸福，这么多美女都围绕着你，其

实我是带着自然在跳舞。”晨晓说完哈哈大笑：“因为美女们是从自然

中走来。”

在海外功成名就
最后还是想回家乡做些事

旅居海外 30 年，晨晓却觉得自己身上的中国烙印越来越浓了。

“我身体里流的是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国的文化是深深刻在骨子里的，

不管出国多久，还是中国人，这个变不了的。”

于是，晨晓把对家乡的思念化为力量，投身到中华文化的传播中

去。他曾在新西兰奥克兰主持设计过一场象征中华文化的主题为

“56 个龙图腾”的大地艺术作品，占地两万平方米，高度 8 米，以 56 个

中华民族图腾柱组成以一组以图腾为意味、虚实为主题、时空为概念

的图腾符号。

“前半生，我带着中国思想走世界，后半生我带着世界思想回中

国。”晨晓这样概括自己的人生。

在新西兰功成名就的晨晓，带着个性鲜明的色彩、表现主义的特

点和中国文人画精神形成的独特原创性风格，于 2013 年回到祖国。

之后，他在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今日美术馆等地举办了

个人画展。据晨晓介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画展时，新西兰总理

约翰·基和他的政府团队还曾亲临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画展开幕式为

他剪彩。

去年10月，晨晓在接到国内多所知名艺术院校的工作邀请后，最

终选择去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晨晓艺术和设计学院就任院长。“还

是想留在杭州，为家乡做一些事情。”

回望自己的人生，晨晓感慨：“在绘画上，我是行万里路、读万卷

书、师从万家，大自然是我真正的老师。”

地铁站里的壁画。地铁站里的壁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