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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学插图是文学著作的有机部分，自从印刷术发明以后，它就几乎和文学的历史一样久远，中外皆是
，占今亦同。
许多文学名著因插图的精彩而受到更广泛的传颂，文学插图也因与文学相伴而有了永恒的生命。
为此，文学插图一直是艺术与文学内在关联和相互衬映的代表。
时过境迁，而今为文学作插图的画家少了，在中国似乎更甚。
尤其是以绘画的方式为文学作插图的优秀例子真的鲜见了。
优秀的画家大概不再愿意在插图这种小画上费功夫，许多插图也由装饰性的数码图像代替了，于是我
们一方面看到所谓“读图时代”图像的泛滥，一方面感到真正的文学插图的缺失。
所以，当张润世把他这些年的文学插图向我出示并说到要结集出版时，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他的作品里，我看到了一种从传统经典延续下来的精神，更看到了由他塑造的一个个有灵魂的生命
。
应该说，张润世的文学插图集是一本不仅属于文学也属于艺术的插图画集。
他为将近60本文学作品画的插图，已构成了一个丰富的世界。
当这些画面作为文学插图的时候，它们丰富并延展了文学的内涵，是文学故事和人物性格的视觉演绎
；当它们作为独立的绘画作品时，它们是张润世感怀人生与现实的记录，是张润世性格、心理、遭遇
和处境的缩影。
面对为文学作插图的“任务”，张润世不是被动地做文学故事的“图说”，也不是做文学人物的“图
解”，他总是在理解和消化文学内容的同时，将自己的情感和与文学的情节联系在一起，并且以文学
人物为契机，展开自己对于生命与生活的感受。
他的文学插图最突出也是最有价值的特征是表现了鲜活的人的情态。
这种情态是一个个有情有欲的人物动态和相互关系构成的。
在构思和创作的过程之中，他像一个导演拍小电影一样，将文学故事中的主人公当作演员，编排他（
她）们的造型和动作，但与此同时，他自己又是一个演员，在插图的空间里扮演着真正的人物角色。
这种“双重角色”的插图创作方式是饶有意味的。
实际上，在他沉浸于创作的日子里，他的“演员身份”更加占有主导位置，他甚至就象一个梦游者一
样，在自己想象的虚拟的空间里变幻着各种角色，喜怒哀乐都在其中。
所以，他的作品让人看到一种种有情绪、有动态、有灵魂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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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润世文学插图》是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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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润世，画家。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摄影家协会会员。
1964年生于山西太原。
1992年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本科毕业，获学士学位.2000年建立“张润世铜版作坊”。
2002年成立“张润世插图创作室”。
1990年作品《她的世界》选入第四届全国三版展。
在香港、东南亚等地巡回展出。
1991年作品铜版画《早春》获中央美术学院本科生优秀作品奖“银奖”。
素描《大卫》编入《中央美术学院素描选集》。
《早春》、《大卫》作品分别为中央美术学院收藏。
1991年作品《晚钟》入选纪念中国新兴版画运动60周年《中国当代画新作展》，在日本展出，颁发国
际纪念证章。
1992年在连环画报发表《李苦禅拉洋车》。
1992年发表世界文学名著《艾凡赫》插图。
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收藏。
1992年铜版画《黄河农舍》入选黄河画展，黄河博物馆收藏。
1992年油画《圆明园林》入选北京油画展。
1993年铜版画《早春》入选中国版画版种大展、全国第五届三版展，同年在《中国版画》第2期发表。
1993年油画《林》入选中国油画双年展，中国美术馆展出。
1994年《美术》1994年第4期发表铜版画《甘南回忆》。
1995年《美术》1995年第6期发表铜版画《夕阳》。
1995年油画《夏》入选中国风景油画展，编入《中国风景油画展作品集》。
1996年铜版画《遗弃的女孩》被西班牙贝坦德银行收藏。
1997年水彩画《初升的太阳》入选中国青年水彩画大展，编入《中国青年水彩画集》。
1998年入编《二十世纪人才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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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张润世不是一开始就做插画的，他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学习了4年的铜版画，最初他是用铜
版画进行主题画的创作。
和很多版画系的学生一样，在校期间有条件进行小版种创作，毕业以后因条件有限，像铜版、石版这
样的创作就很难进行了，但张润世还是坚持下来了。
他主要进行铜版画插图的创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选择铜版画，选择插图，似乎是张润世的天性。
插图艺术在今天总是和书籍装帧联系在一起，和以前的辉煌相比，似乎已经淡出了纯艺术的领域，尤
其是现实主义的插图风格，好像已是很遥远的事情。
张润世确实从很遥远的地方起步，他早期的铜版画还不是作为插图，而是主题性绘画进行创作的，但
这也影响到他后来的插图。
之所以选择铜版画，除了学院的训练之外，也因为他很喜欢荷兰画家伦勃朗的作品。
尤其是伦勃朗的铜版画，那平凡的生活场景、低沉的情调、悲天悯人的情怀，总是使他感动。
他的早期创作也反映出这种影响。
如他根据甘南藏区写生创作的人物画《她的世界》（1990年），就有着深沉辽远的效果，他刻画了一
个老年妇女的背影，前面是苍凉的荒原，这更像一个精神世界的写照。
这种浓郁的精神感觉一直保留在他的创作中，只是学生时期的那种比较坚实复杂的造型逐渐变得简约
。
稍后一些的风景铜版画《甘南回忆》（1992年）更加近似伦勃朗的风格，朦胧深远的空间，孤寂的树
和牲畜，确实像记忆中的景象。
这幅画虽然在风格上近似伦勃朗，但与他后来的插图艺术很有关系。
文学插图是根据文学作品的内容和文学的提示展开形象的想象，需要大量生活的积累和形象的记忆。
优秀的插图画家不是图解文字，而是进行形象的再创造，一方面深化文学的内容，引导阅读；另一方
面，也通过画家塑造的形象实现对文学作品的二次阅读。
张润世的插图就像他早期的《甘南回忆》一样，既是对具体场景的记忆，也是个人精神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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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润世文学插图》是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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