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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欢地，1961 年 9 月生，

贵州遵义人。贵州油画学会副

会长、贵州美术馆研究员、遵

义画院特聘副院长、遵义市油

画学会会长、遵义市美术馆学

术委员会委员、遵义市美协原

副主席。作品多次参加全国、

全省美展并先后获得金、银、

铜奖。

2018 年作品 《大山脚下

的村寨》入选“可见之诗———

第 三 届 中 国 油 画 风 景 作 品

展”；《万水千山》 入选遵义美

术馆开馆展并获一等奖；《春

风里的遵义会议》入选全国第

二届水粉画大展。

2019 年作品《侗寨》入选

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2020 年作品 《高原的希

望》入选第九届全国（大芬）中

青年油画展。

2021 年作品《高原之声》

入选全国第七届架上连环画

展；贵州师范大学美术馆举办

“凝望———余欢地张文萍双人

作品展”。

2023 年作 品 《侗寨》入

选“多彩贵州”美术大 赛（文

艺奖）并获美术奖；《喂食》入

选“江南如画———中国油画

作品展”。

余欢地 《万水千山》 布面油画 200cm伊300cm 2018 年

变幻多姿的自然风景与传承绵延的地域历史

人文，总能让身处不同时空中的我们流连其间。

余欢地的绘画作品更多的是探索油画风景与民族

题材、红色题材相结合的创作实践。他从“民族”

“地域”“历史”“自然”的主题中不断探索生发，并

富于创造性地将这些探索，灵活地结合在其极具

巧思与新意的画面之中。在他归之于以“风景”为

第一观感的油画作品中，那些游走于自然与人文

之间，充满了诗意与情思的画面，常能令人融入

其间驻足流连。

万水千山春风里

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土地在养育一方生灵

的同时，也滋养了这里的文化根脉。所谓故土情

深，其对个人艺术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必然是巨大

的。而作为黔北历史文化名城的遵义，更是承载了

浓郁厚重的文脉历史与红色基因。余欢地众多关于

遵义会议会址题材的绘画创作，也正体现出了这种

文化潜移默化之间的浸润和影响。“会址”———这栋

遵义老城子尹路 96 号的二层小楼，承载了余欢地

数十年的人生记忆，自小与这栋会址小楼毗邻而居

的他对里面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无比熟悉，因

而也成为他笔下描绘最多的意象之一。

《春风里的遵义会议》是他关于这一题材诸

多作品中的一件经典，这件作品关于春天，更关

于 1935 年。每一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色彩，秋

季的金黄、冬日的银白。而绿色，自然属于春天。

一夜春风，满枝新绿，窗外一眼望去已是绿意渐

深……恰又是一个春分时节，在遵义的和风春色

里，一片葱郁的洋槐环绕之中，中西合璧风格的

会址主楼建筑若隐若现，砖木青瓦于其间悄然探

出一角…… 这件以绿色为主色而施之以大面积的

色彩渲染作品，浓郁的绿色与所占不过一角之地的

建筑形成强烈的体量反差；近乎于平面涂布的多层

次树木表现与立体的建筑空间呈现，在画面空间上

形成了进一步的视觉观感。图题中二层小楼的会议

场景，正在这反差与层次的并置重叠中被有力地凸

显出来。春日的风景与这风景意象之外的思绪，似

在这一片蒙蒙的新绿中缓声漾开……

几十年的沧桑变迁，遵义会议会址里里外外

都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而在会址给人们留下的

“一株绿槐、一栋红色的小二层楼”的第一印象之

外，余欢地一直进行着个人艺术的尝试，他努力

地找寻关于这栋小楼不同角度与形式的绘画表现

可能。在这个他最熟悉而亲切的地方，二层楼宇

中那些林林总总深入记忆的的小物件，都是这栋

小楼最令人情动的景致。于是，便有了堆陈于画

室中那些或描绘在绿荫中、繁花里的小楼，或是

落笔于一角一落细微小景的《初晓》《曙光》《岁月

芳菲》《会址即景》等一系列作品。

同样是以风景为描绘主体的红色题材的作

品，余欢地的《万水千山》则是将那份切实的热

情，隐在一片旷远而沉静的画面之下。当你走进

作品当中，一眼望去的大片青山白雪，近观却是

极为细致的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经村寨跋山涉

水的场景描绘。与“万水千山”画题相呼应的画

面，雪似云、云似雪，青白两色在云雾缭绕的山河

间流淌，仿佛其中也能体味到一丝水墨挥洒的淋

漓质感。在万水千山之间，红军、红旗作为标志性

元素最为重要的点睛之笔，无论是大面积的色

彩，抑或是小局部的人物、建筑，都在这松动而富

于诗意的绘画表现中被赋予生命。红军的身影与

唯美的画面背景相融，甚至还能在画面之间探寻

到浪漫主义的气息。

大山下、河谷间

回到关于油画风景的创作探索，山地公园

省，多彩贵州风。从黔东南的苗侗风情，到黄果树

梵净山的绮美风光，黔贵大地的风光之美、人文

之佳，以及其所拥有的十余个世居少数民族的多

元文化，而成为众多艺术家笔下屡屡取材描绘的

一方宝地。无疑，“地域性”与“民族性”相交织的

影响，关于民族地域和自然风光的描绘也贯穿于

余欢地的艺术创作当中。如参加第十三届全国美

术作品展的作品《大山下的村寨》，以一眼到底的

厚重画面，直接而肯定地为观者描绘出大山脚下

一片少有人往、静谧淳朴的深山村落。厚重而又

形态独具的大山扑面而来，奇绝而雄壮的空间氛

围立时凸显出来。而后，沿着山的形体线自然地

往下看将过去，进入画面的下一个瞬间，所见是

一片大山脚下的侗族村寨，聚而成片的木构建筑

与标志性的侗寨禾晾、寨门、鼓楼……悄无声息却

又切切实实。而画面的整体色调是与山体的厚重

相统一的，重色山体与冷灰色天空的基调中，灰

蓝与黄色的村寨屋顶相互映衬；远离喧嚣的沉稳

画面与带有生活气息的暖黄色，将作者与观者的

感受相互联结在一起。仿佛，这便是少数民族村

寨最真实的景貌了。

鬼斧神工的喀斯特地貌，造就了贵州地形多

元而风景亦是各异的独特地理面貌，自然的神奇

秀美在余欢地的画中从来都是主宾。《云涌竹韵

赤水河谷》即是以地处遵义西北部的赤水丹霞景

色为表现对象，这件长期陈列在遵义美术馆展厅

二楼的开放空间的作品之上，有着被冠以丹霞之

冠、千瀑之市、竹子之乡、桫椤王国等诸多誉称的

赤水河谷，还有其所孕育的以丹霞、瀑布、竹海、

桫椤、野生动物于一体的视觉奇观，被有序地组

织在几近丈八的画面之中。竹海掩映间的紫红色

砂岩，作为陆生植物“活化石”的桫椤，以及流淌

着的瀑布小溪，无不展示着属于丹霞地貌的神奇

与壮美。何况，这里不仅是亿年桫椤与万千飞瀑

相伴的丹霞世遗，更是四渡赤水“得意之笔”的红

色旅游地。远远望去，人文历史与自然风光仿若

尽在画间，如此安静、和谐。想来，这便是属于赤

水丹霞的早晨。

当然，还有《尧龙山》的梯田风光、娄山关层

峦叠翠的壮美图景、秀美如画的花茂新村……这

种多样的地理环境下的采风与创作。面对各种不

同的地域风景，余欢地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

如此，在《遥望的静谧》《阳光下的絮语》以及《春

日里的诺邓》《高原之声》等一系列创作中，能够

感受到其作品中流露出的由风光、人文、情感、思

想所联结成的别样情思。相对于“春风里”的浪漫

与灵动，这些更为纯粹而鲜活多样的自然风景，

则更多了几分诗意的静谧之感。

风景与情境

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个人的感受与各异的

自然风景的交融，构成了余欢地风景作品的最为

核心的维度———情感的融入与情境的生成。一如

《云上》抑或《曙光》中所表现的，“朝阳”“红楼”

“丹霞”“旌旗”“长桥”等一系列充满暖意、暖色的

物象所共同营造的多维意象，在巨大的尺幅之间

平行交织。高天之上，雁字成行；河谷之间，长枪

阵列；红云之下，长桥卧波……红军与归雁、流云

与高架，在画面中形成了一种动态的互文关系，

不同物象间自上而下的梯次组合，又形成了时空

与动静两个维度上双重叠置的画面叙事。在一众

横纵交错的“红”色意象之间，融在笔尖的精神与

信仰仿佛被写入心间，构建起连结历史与现实两

端的画面视觉逻辑，所谓景情相合、情景交融不

外如是。（下转 T07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