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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看点12

相伴一生的美术教育事业

就这样，妥木斯回到故乡，到了内蒙古师范学院

艺术系任教，从此开始了与他相伴一生的美术教育事

业，在师范学院的日子里，他一边教学一边创作，那个

时期，妥木斯的《毛主席在北戴河》《炉前工》《出铁》

《通过暴风雨前进》《义务交通员》等一大批油画问世。

正当他准备向新的领域进军之际，一些事情让妥

木斯不得不停下了画笔，进入漫长的等待，但他心里

坚守着的艺术之火始终没有熄灭。1977年，妥木斯又

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他常常领着学生们，带

上干粮，骑着自行车，去往山脚下的乡村，从朝阳画到

夕阳，从春花画到冬雪，正是这一时期的积累，让妥木

斯留下了大量生活化的写生作品。

1979年，妥木斯跟随乌兰牧骑演出队，走进草原，

这是从小生长在农区的妥木斯第一次走进草原，他坐

着乌兰牧骑的大巴车，几乎走遍了锡林郭勒盟的牧

区。草原的壮美与神奇让妥木斯内心无法平静，拿起

笔来把对草原的深情抒发于一幅幅画作之上。其中最

具代表性的《晚餐》，描述了傍晚的蒙古包升起缕缕炊

烟，牧羊犬从蒙古包外望着包里温暖的烛光，整幅画

给人带来宁静而美好的感受。

1981年，阔别北京18年后，妥木斯在老师罗工柳

的帮助下，住到了位于北京香山中国美协的一处画室

内，开始潜心创作，为即将到来的首次个人画展做着

准备。几个月后，“妥木斯个人油画展”在北京美术馆

如期举行，那一天，美术馆人潮涌动，来自全国各地的

美术家和美术爱好者，被一幅幅表现草原风光和蒙古

族牧民生活的油画作品震撼了。画展一下子轰动了全

国，不仅在美术界产生了巨大反响，而且直接影响着

“85新潮”以后的中国美术运动。他的画作以极具探索

性和前卫的绘画语言成为当时画界谈论的热点。中央

美术学院教授艾中信观展后评价道：“从妥木斯的这

个画展中我们可以看出，草原画派的诞生。”

和很多草原上的牧民一样，妥木斯偏爱马，偏爱

它们因环境造就的性格与精神，坚韧而不固执，智慧

却不卖弄，肯吃苦却不窝囊。在他的大量作品中，马成

为了他创作的主题。为了使草原画派形成自己的特

色，妥木斯曾两次出国考察，对世界油画的格局和发

展趋势有了新的认知和见解，更加坚定了要创作出具

有自己鲜明特色作品的决心，开启了新一阶段的探

索。妥木斯将老师罗工柳中国油画民族化的愿景贯穿

在自己的绘画创作中。他开始用自己的画笔更深层地

解读中国传统文化，更多地呈现中国人特有的意境与

审美。

妥木斯不仅在油画领域有着很深的造诣，他还师

从陈氏太极拳宗师陈兆奎，习武六十多年，是太极拳

领域响当当的大师级人物。而且把对中国功夫的感悟

融入自己的作品和教学中。在他的指导下，内蒙古越

来越多的青年画家成长起来，使草原画派蔚然成风。

2019年，正值中俄建交七十周年，以“故乡”为主

题的“西多罗夫、妥木斯油画展”于2019年1月6日在

中国美术馆展出，随后又受邀来到妥木斯先生的故乡

呼和浩特，并于2019年1月24日在内蒙古美术馆展

出。这次展览，共展出妥木斯的油画上百幅，时间跨度

非常大，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早期的创作一直到近年

来的新作，更让观众欣喜的是展出的作品中还有妥木

斯在开展前一个月完成的作品。观众沉浸在这些绘画

作品中，常常被一种既浓烈又含蓄的诗情画意所感

动，这正是以妥木斯为代表的草原画派的艺术特点。

如今，已是中国大师级的油画家妥木斯虽已年近

九十岁高龄，依旧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他正迈着稳健

的步伐，带领着草原画派在油画民族化道路上前进！

（内蒙古老作家、艺术家口述史记录工程）

多年后，当人们问起妥木斯为什

么喜欢画画，他却笑着说：“喜欢就是

喜欢，没有为什么，就像有些人喜欢甜

的，又有些人喜欢辣的，这很难说出原

因来。”然而这看似轻松的回答，背后

却是他倾尽一生对绘画艺术的探索与

追求。而进入中央美术学院，便是妥木

斯在绘画生涯中真正意义上的开端。

中央美术学院当时可以说名师云

集，王式廓、吴作人等一批美术大师都

曾是妥木斯的老师。在名师的指导下，

妥木斯的绘画水平有了新的飞跃，从

他早期完成的一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

出色彩准确、构图合理、笔力娴熟，这

足以证明他在中央美术学院五年的学

习所取得的成果。

1958年，妥木斯从中央美术学院

毕业，正在这时，妥木斯得到了一个让

他振奋的消息：中央美术学院将创办

建校以来第一个油画艺术研究班。凭

借着他的绘画功力，妥木斯顺利地考

上了这个班。幸运的是，研究生班的导

师是著名油画家罗工柳。罗工柳刚从

苏联留学三年回来，他认为中国油画

不能追随苏联走老路，一定要走出自

己的路子，这种创新意识打动了妥木

斯。在老师罗工柳的指导下，研究生班

开始了中国油画民族化的探索。妥木

斯和同学们按照罗工柳先生的计划，

先后到新疆、敦煌等地写生。

通过理论的学习和写生的实践，

妥木斯积累的感知、感悟很快便展现

出惊人的艺术力量，在这种力量的推

动下，他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在这些作

品中，看到了他的成长、进步和升华。

在研究生班五年中，妥木斯与导

师罗工柳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罗

工柳对妥木斯十分器重和爱护，从各

个方面都给予他很大帮助。直到2008

年，卧病在床的罗工柳一再嘱咐妻子

将自己刚做好的八个大画框送给他的

学生妥木斯。对于妥木斯来说，罗工柳

是他生命中有着知遇之恩的人，正因

罗工柳一次次出手相携，才让妥木斯

在困难挫折面前没有退缩，坚持不懈

地在自己钟爱的绘画艺术中驰骋。

1963年，妥木斯即将从研究生班

毕业，他本可以留在中央美术学院任

教，但他深知自己的故乡更需要自己，

他的任务不仅是自己创作，还要为故

乡培育美术人才。于是他带着普及提

高自己故乡油画事业的美好愿望，开

启了人生中另一个重要阶段，他要把

故乡的山水草木、生活与人物展现于

画布之上，传递到世界上更广阔的艺

术视野当中。

名师出高徒

从土默川
走出来

妥木斯，原名云瑞冲，1932

年出生在土默特左旗的一个小

村庄里，如今这里虽然已经今

非昔比，他曾经居住的地方似

乎也难以寻迹，但那些有关故

乡的记忆，却永远铭刻在妥木

斯的脑海中。

他记得祖父是典型的农

民，不识字，认为农民的儿子还

是农民，初通笔墨即可，所以妥

木斯的父亲只读完小学，便辍

学回乡，没能继续读书成了始

终纠缠在父亲内心的一个心

结，他发誓今后要让自己的孩

子能上大学读书，成为知识分

子。为了实现这个愿望，父亲后

来干过职员、教师等工作，生活

节俭。在妥木斯十岁那年，为了

让他能去省城归绥市（即呼和

浩特）读书，接受更好的教育，

将来有个好前程，他用十多年

攒下的积蓄在归绥市买了处房

子，举家搬到了省城。

1945 年，妥木斯考上了归

绥中学（现呼和浩特市第一中

学），正是在这儿，命运让他有

幸遇到他的绘画启蒙教师，这

位美术老师不但教他如何绘

画，还经常鼓励他要树立远大

的理想。从此，妥木斯产生了对

美术的热爱，并且立志今后以

绘画为终身事业。

妥木斯很为恩师和父亲争

气。1950年，他以全校第一的成

绩考入北京蒙藏学校的高中。

随后他给自己取了蒙古族名

字——妥木斯，汉语意为土豆。

当时在蒙藏学校里，学生

自发地成立了不少兴趣爱好

组，喜欢画画的妥木斯便与几

个志趣相投的伙伴成立了美术

组，常常为学校的墙报配画插

图，这使得他的绘画技巧有了

不小的进步。1951年为了提高

自己的绘画水平，他报名参加

了北京市业余艺术学校的美

术班，每到课余时间，他都会

风雨无阻地听课、学习。在美

术班，他遇到一些优秀的美术

老师，开拓了艺术视野，提高了

美术理论水平和绘画技巧。这

为他两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

中央美术学院，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妥木斯：草原画派的开创者
文/李 悦 王新民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

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选自《乐府诗集》的

《敕勒歌》，曾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广为流传的民歌，歌

中所吟诵的壮美富饶的北国草原敕勒川在十六世纪

后，成为蒙古土默特部的领地，因此这里又被称为“土

默川”。土默川不仅是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的栖息之

地，也是妥木斯生命和人生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