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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郑人刚出生在上海。祖

父郑午昌是继任伯年、吴昌硕之后海

派画坛的领军人物，也是中国近现代

杰出的书画家、美术史论家。父亲郑

孝同也是知名画家。受家庭影响，郑

人刚从小学习中国水墨画。顺理成

章，他似乎会继承家学，1987年，他却

出人意料地选择就读国内第一个室内

设计专业。

“那时候年纪轻，想得比较简单现

实，一心想改善家里经济条件，最想实

现的梦想就是给自己买一双三百元的

皮鞋。”郑人刚坦率地说，当时父母都

是知识分子，家庭条件很一般。毕业

后，他在香港的一家公司做室内设

计。一年后，又辞职回到嘉定，自己开

了一家室内设计公司。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嘉定，室

内设计的概念还未普及，很多人都把

室内设计等同于装修，郑人刚无疑是

嘉定最早一批“吃螃蟹”的人。虽然生

意越做越好，但当时人们的观念却没

有发生明显改变，室内设计和装修常

被打包下单，而室内设计通常只是“附

赠品”。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学的东西

得不到施展，一身才华无用武之地，即

便是表面风光的事业有成，也让郑人

刚感到压抑和空虚。他的反常没有瞒

过家人的眼睛。“虽然你的经济条件好

了，但你这样的状态不行，要改变。”叔

叔郑孝正是同济大学建筑系的教授，

在知晓郑人刚内心的苦闷后，鼓励他

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29岁的郑人刚，已在建筑与室内

设计领域摸爬滚打了十年。事业有

成，他最终还是无法割舍与画笔的缘

分，在周围一片不解与惊讶中，背上行

囊踏上了异国求学之路。“我要去过自

己想过的日子。”这是他斩断劝阻之声

的坚定宣告，也是追求梦想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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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书画世家走出来的他，最初没有继承祖父郑午昌和父亲郑孝同的衣钵，

而是从事了室内设计。当他事业有成之时，却毅然决然放弃事业，远赴人生地

不熟的乌克兰学习油画。

十年刻骨铭心的异国生活，让乌克兰的一切像一颗种子，慢慢在他心上生

根、发芽，逐渐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他说，绘画是他一生的爱好，乌克兰是他心之所向。

他叫郑人刚，是国内首部乌克兰文化生活纪录片《爱上乌克兰》的缔造者。

随着对乌克兰风土人情日渐深

入的了解，他对这个风景如画的国度

也产生了难以言状的情愫。在分别

拿到乌克兰教育部签发的画家和建

筑师的学业证书后，他没有立马收拾

行装打点回国，而是开始了对乌克兰

山水的深入考察。

“很多当地人都不知道，在乌克

兰境内有 6 个叫‘中国城’的小村

庄。”在考察的过程中，郑人刚惊喜地

发现这 6个村庄在地图上可以连成

一条直线，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后他得

出结论：这就是丝绸之路在乌克兰境

内的一小段。

他对乌克兰的熟悉程度连当地

人都为之啧啧称奇，一些乌克兰的朋

友要出远门，有时需要向他打听。回

国后，每每遇到亲朋好友，总会有人

询问有关乌克兰的各种问题，而当时

国内还没有关于乌克兰的宣传片，这

让他有了拍摄一部纪录片的想法。

由于纪录片没有市场和经济效

益，国内的乌克兰企业也是寥寥，投

资很难获得。“甚至有电视台和企业，

建议我将纪录片改为真人秀节目或

是娱乐电影，我都没有答应。”越是挫

折，越是强烈地想要去完成这个愿

望。最终，郑人刚和几个朋友决定自

掏腰包，拍摄国内首部纪录乌克兰文

化生活的纪录片《爱上乌克兰》。

幸运的是，他们并非孤军作战。

不仅得到了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

会、乌克兰驻华大使馆、乌克兰第五

频道的支持，他们在乌克兰一年时间

的拍摄中还获得了很多当地人的志

愿加入。印象最深的是，在基辅的奥

斯特洛夫斯基雕像下拍摄时，郑人刚

还“白捡”了一个摄影师，“他是当地

电视台的记者，觉得第一次有外国人

想要详细了解乌克兰，让他很感动，

就这样没有任何报酬地跟了我们一

个月。”郑人刚说，这样的惊喜每天都

会发生。当地人的加入为拍摄提供

了更贴近当地人文风情的素材。

历时3年完成、片长60分钟的纪

录片《爱上乌克兰》，今年6月24日在

乌克兰驻华大使馆举行了发布会。

“纪录片用中国艺术家的眼睛，让乌

克兰人看到了未知的乌克兰。”发布

会上，乌克兰驻华大使焦明对影片给

予了高度评价。

“乌克兰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想

通过镜头告诉人们，乌克兰是一个大

自然赋予的美丽国度，希望更多的人

来珍视她的美丽。”再次踏上乌克兰

土地的他，将继续去挖掘和展示丝绸

之路上的乌克兰不为人知的美丽。

记者 刘静娴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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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就已经具备扎实国画功底

的郑人刚，为何要远赴乌克兰，学习

无论在内涵形式、绘画工具材料还是

在文化上，都与国画完全不同的油

画？在他看来，艺术是相通的。“祖父

曾说过：做一只蜜蜂，飞向古今中西

艺术的花朵，汲取其精华，酿成新时

代的佳蜜。”经过一番详细了解与比

较，郑人刚选择了当时以不随波逐流

的学院派风格在国际美术教育界里

享有很高声誉的乌克兰国立美术与

建筑艺术大学，度过8年求学时光。

从上海到乌克兰的首府基辅，乘

坐飞机要花 14个小时。对普通人来

说，这或许只是一段漫长的旅程，而

对郑人刚来说，时光流逝得太快，快

得来不及让他适应从老板到学生的

身份转变。

“第一天住的是地下室，因为语

言不通，还饿过一天肚子。”初到乌克

兰国立美术与建筑艺术大学的记忆，

并不美好。像是印证了“万事开头

难”的古语一般，郑人刚的求学之路

并非预想的那么顺利。“可以说，我算

是乌克兰的第一位正规中国留学生，

可想而知，当时学校里会说中文的人

几乎没有。”“这是一个难题，我从来

没有教过一个中国学生。”有着十多

年丰富对外教学经验的语言老师，在

面对郑人刚时，也束手无策。

从未学过俄语、英语基础又差的

郑人刚和只会说俄语、英语的语言老

师，只能靠着《英汉词典》和《英俄词

典》两本词典交流。每天早上6:00到

凌晨 24:00，背诵 150个单词，掌握俄

语的6种变格……仅用了3个月的时

间，郑人刚就已经可以熟练地用俄语

与当地人交流了。“你是我的奇迹！”

在他的语言老师看来，他学习语言的

条件并不好，但进步如此神速，真是

不可思议。“人都是被逼出来的，最大

的动力就是要生存，不然有钱也买不

到东西。”郑人刚开玩笑：“还有个重

要的原因，是迫切地想和同学交流，

尤其是乌克兰的美女实在太多啦！”

郑人刚，郑午昌嫡孙，郑孝同之子，三代从艺，自幼习画。曾从事建

筑及室内设计行业，后留学乌克兰8年，主攻油画，主导拍摄了中国第一

部反映乌克兰文化生活的纪录片《爱上乌克兰》。现任乌克兰驻上海总

领事馆文化顾问，乌克兰华人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建筑协会资深会员，

上海海派书画院画师，上海海派名家后裔联谊会会员。著有《乌克兰情

书——郑人刚影画》。

人物档案

经过一年的语言学习后，郑人刚

通过考试进入学校建筑艺术系，学习

设计与绘画。学校对学生必须掌握

的基础知识要求特别高，油画系学生

每天从8：00起到19：00，除了要学习

油画原理、艺术历史、人体构造、建筑

设计等方面的基础类课程外，还有大

段的时间被安排用来做各种绘画基

础方面的练习。这种严格得几近苛

刻的基础训练，虽然有时让他感到疲

惫或者沮丧，但也让他的绘画能力有

了质的提高。

有着良好国画基础的郑人刚，巧

妙结合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通过

西方的视角用中国传统水墨的技法

去表现人物——开创了“当代写意没

骨人物画”派。

“没骨法”始于南朝，沈括《梦溪

笔谈》中说“不用墨笔，直以彩色图

之，谓之没骨图。”其形式是用青绿重

色画的山水画，并染出明暗部分。郑

人刚跳出了山水情怀的局限，从西画

的造型艺术体系中汲取了从点到面、

从面到体的形式，也结合了中国国画

从线到面的表现形式，同时一反古人

以彩带墨的“没骨法”画法，用中国画

墨分五色的原理直接入画，发展了

“没骨法”在现代写意人物画上的应

用。其构图也是一反常态，把西画的

焦点透视与中国画散点透视中的“留

白”相结合，整体看大实大虚，节奏感

强烈，仔细看虚中有实，内容丰满。

如果说郑人刚的作品是一首乐曲，那

构图就是旋律中的结构，墨色中的

焦、浓、重、淡、清，就是跳动的音符，

时而波涛汹涌，时而低声细语，人物

造型的唯美更是让观者回味无穷，充

满想象力。

古有南宋张僧繇开篇“没骨山

水”，北宋徐崇嗣打破了前代“勾花点

叶”的陈法开派了“没骨花鸟”，能被

传承的东西就是好东西。在郑人刚

看来，只有站在传统的基础上，融汇

中西，汲取精华，艺术之路才能越走

越宽、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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