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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简历

田野，油画家，城市公共
艺术家，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
美术学院油画专业，获学士学
位。成都市雕塑协会壁画协会
会长，美国纽约中国艺术家联
盟理事，美国加州大学现代艺
术硕士MFA，1986年分配工
作于四川民族出版社任美术
编辑，其油画作品、装置艺术
在国内外多次获得大奖。

田野：迷失与飞翔
□ 杨蜀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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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在艺术上的哲学思维似乎一
直是独辟蹊径的。

他的抽象艺术既是个人知解力以
象征方式进行的感性思考，也是一个
复杂的视觉语言系统，介于哲学精神
与现实思考之间。变化多端，扑朔迷
离，晦涩虚幻，捉摸不定。在他的笔下，
形体、线条、色块的繁杂组合，如同画
家精神情绪的图腾与跳跃，有着超越
客观存在的来自于画家个体心绪与内
部世界的激情与暗示。画的主题往往
藏着超越画面表象之外的深刻。田野
的艺术生涯与他独特的个人经历相互
融合，离经叛道，自我独立。他的视野
跟着自己的情绪一直前行。既有清晰
明朗的韵律质感，又有瞠目结舌的骤
然乍现。他的身上似乎跳跃着一种不
确定感。在艺术创作的“自在感”与“思
想性”中，我们可以读到田野介乎于虚
幻与现实之间的多样形式感。有时辉
煌，有时沉寂，犹如一个迷雾中的怪
圈，吸引着人要去作品中读懂他。

年轻时的田野就显露出才华横溢
的天赋。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在
中 央 美 院 画 廊 举 办 了 “ 田 野 油 画
展”。1980 年，田野以优异的成绩从
成都 600 多名考生里脱颖而出，考入
中央民族大学美术系油画专业。至
此，他在北京度过了四年丰富而极具
张力的大学生活。这四年在北京的经
历，让外表看起来温雅骨子里却十分
叛逆倔强的田野，从油画创作中逐渐
找到了与自己灵魂契合的艺术释放。
他欣赏很多西方后印象派画家的作
品，尤其崇拜高更。从高更那里获得
了关于灵魂、自然、社会、自由、平
等的概念。他很敏感，从高更一系列
油画作品里，触碰到某些唯有他自己
清楚的细微的觉知与领悟。那些神
秘、自然、野蛮、诡异、新颖的绘画
作品，给予田野理性与非理性的觉
悟。塔希提岛系列作品，无疑是高更
给予田野在寻求新的艺术表现手法
上，带着强烈、神秘、节奏、韵律且
充满玄妙的哲学性命题的某些唤醒。
这些高更作品中隐喻的精神意识表
现，直到今天，依然给予田野在创作
中，找准创作题材与渗透思想性上得
到极富想象力的启迪。他似乎也全盘
接受了文科尔曼在美学上的精神，那
就是“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
因而，田野的画，追求平凡中的自
然。于抽象中，以象征艺术的暧昧、
模糊、玄妙、神秘，释放出画家个体

“理念的感性显现”。
狄更斯的《双城记》有一个著名

的开头，是田野铭刻于心的一段话：
“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
月；那是智慧与愚蠢并行的年代；那
是怀疑与欢乐的新纪元；我们将拥有
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
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上世纪
八十年代中期，大学毕业的田野回到
成都，居住在成都中新街 70 号，于
是，这里成为成都艺术圈年轻人聚集

彻夜交流艺术文学的地方。此刻的田
野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他一边创作，
一边在四川民族出版社从事美编的工
作。青春勃发，感受着当时那个年代
中国艺术界掀起的“八五新潮美术”
热潮。田野被裹挟在激情飞扬的中国
当代艺术热潮中，不由自主地怀着对
艺术的激情，创作出丰富的抽象艺术
作品。他似乎获得了当时热潮中一种
关于中国当代艺术某一种普遍意义与
独特气息的开示。以自由抽象的绘画
风格来表达一位前卫画家内心深处渴
望抵达彼岸的深情。年轻的田野远赴
海南岛进行采风创作。之所以到远离
成都的热带海岛，其实隐藏着田野的
一种情结。他热爱印象派画家高更的
作品。很契合的是，当年高更走进塔
希提岛屿，对当地的民风民俗、肆意
绚烂的色彩极度感兴趣，从而绘出了
著名的塔希提岛系列作品。田野由此
而创作出深受高更影响的一批先锋油
画作品，由一个艺术青年成长为一位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成都有影响力
的前卫艺术家。

海南岛的热带雨林、海滩椰子树、
艳阳下的土陶罐、行走在泥土路上的
黎族女人等等，成为田野笔下色彩强
烈、气息神秘的抽象艺术作品。由于这
一系列以海南岛热带风情以及黎族人
民为主题的系列抽象画，于1986年，田
野受到中央美院邀请，在中央美院画
廊举办了“田野个人画展”，其新颖的
表现手法与艺术创新引起轰动，所有
作品销售一空。田野的这一批展出作
品，采用了一系列不同彩度与明度的
色系，结合不同的构图与形状，将画面
用色彩、线条、明暗色彩度分割成许多
细细的色块，画面充满音符般的跳跃
感，有田野自己的艺术语言，看似无逻
辑性，是画家把不同空间人物与事物
的融合，却往往让观者在作品面前沉
沦。由此，我们几乎可以看到田野内心
世界的挣扎与纠结，碰撞与怀念。这个
时期，田野的当代艺术作品受到国内
外专家学者的肯定与好评。他似乎春
风得意，踌躇满志，艺术的远方很明显
给予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人一个光明
的前景。

1988年，田野去了美国留学。
田野的身上，始终蕴藏着一种不

安分的燥动。他看似文静的外表下，其
实隐藏着一颗不羁的狂野之心。他渴
望去到全球艺术家最集中、艺术氛围
最绚烂的美国纽约，学习观察更多当
代艺术。他梦想成真，在美国一呆就是
九年。他租住画家杨谦的房子，在大量
博物馆之间行走观看。二十世纪八十
年代的美国纽约，现代艺术与现代文
学在很大程度上都在“尼采死了”的宣
告中诞生。各种文学艺术、行为艺术、
装置艺术、观念艺术赋予纽约艺术丰
富以及残酷。田野阅读着人生，体验着
生存的艰辛，同时，一边在纽约中央公
园画人物肖像卖钱，一边在内心深处

“升起一个孩子般的活泼感觉，经历过
的芬芳童年。不想去理解它，从感觉中

构造一位天使，进入天使们的行列，尖
叫着提醒上帝他的存在”。可以想象田
野的兴奋以及失落。世界各国艺术家
云集，生存艰难；世界各种形态艺术展
览云集，眼花缭乱。一个被艺术家不断
领悟和把握的存在，代替了传统信仰
中的上帝。田野在沉默中思考接近真
正的死亡与转化这个问题。

他逐渐接近了“观察艺术”概念，
这种用各种材料来表现思想的艺术方
式，让田野痴迷。

田野坦承，在对装置艺术的表现
上，他很明显受到中国居住在纽约的
著名前卫艺术家谷文达的影响，从此
狂热地爱上了装置艺术。如果说，田野
的装置艺术在初期是受到谷文达的影
响，那么，杜尚的作品给予田野的是震
撼与瞠目结舌。当他在传统、文明、救
赎与面对中徘徊领悟一种接近于宗教
意义上的创作时，他最终以自己独特
而前卫的观察艺术作品《中国针》进入
美国艺术界的视野之中。这是田野用
将近二十万根中国针灸用针、艾滋病
人的鲜血、中药等元素制作而成的，一
个令人瞠目结舌浑身发麻不忍目睹的
现代装置艺术。他试图将中国历经千
年的传统文化中的针灸、中药等元素，
与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疾病、死亡
等联系起来，深刻诠释出人类社会必
须高度正视的社会问题：生死哀歌，此
岸彼岸，空间转换，生命宝贵，救赎驳
斥。田野的《中国针》顺利进入并获得
美国当代艺术双年展大奖。接着，他不
断在观察艺术上进行创作，装置艺术

《长城砖》随即呈现。痴迷而接近偏执
的他，最终以直接的生存体验，来坚持
和维系自己在艺术领域的救赎与转
换。

1999年，田野从美国回到成都。
时空、环境、气息的转换，有些令

田野无所适从。国内的艺术发展空间
已经有了广阔而深刻的拓展。他似乎
感觉远去的这九年，对自己而言是一
个文化断层。他需要时间，需要慢慢
适应。祖国的沧海桑田日新月异，迫
使他对自己的艺术重新思考与审视。
他开始酝酿艺术创作的主题，这个主
题必须与他自身的精神气象与格局
契合。《小飞人》是田野这几年创作
的一个重要系列，每一幅都有不同年
代的人与变幻的景。飞越在城市上空
的小飞人也表现了田野的冷幽默，以
及对当下社会某些现状的调侃。他试
图通过自己的绘画语言来突破无法
完全明晰的神秘带来的精神撞击与
思辨。在田野的艺术思考中，哲学思
考与艺术显现永远是一个有待挖掘
和重新发现的、古老而新颖的艺术命
题。当一个个不同年代的小飞人飞翔
在不同环境的天空时，带着哲学命题
的思考给予我们强烈的视觉感与告
诫。田野当下的作品具有不可忽视的
意义，它传递的对世界、社会、人类以
及自我的认知，值得美术界与大众在
艺术的想象空间里去解读他深藏的
精神密码。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田野的《热风系列》作品在中央美院展出引起轰动。大树苍劲而蓬勃的热带雨林，沐浴的黎族妇
女如伊甸园的夏娃，五官有着毕加索所绘人物画抽象的影子；睡梦中的少女，把双手伸入老虎的嘴里，画面在色彩绚烂的神
秘梦幻中，如同电影蒙太奇的闪回跳跃，诡异而暗藏情感，有些晦涩难懂。尽管在当时，除了美术界专家以及藏家的认可，很
多人表示对田野的有些作品读不懂，充满疑问。但作为新艺术、先锋艺术风云变幻的八十年代，田野的作品展现出了他的胆
魄与独到。不可否认，这一批作品直到今天来看，依然充满画家独立的审美情感以及个体直觉呈现与探索的独特艺术魅力。

《小飞人系列3》 《傍晚》 《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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