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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

他来自河南农村，小学毕业，在清华大学的一家餐厅当厨师、做凉

菜。他也是一名画家，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他的绘画作品被外交部

永久收藏，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展出。离清华园不远的5平方米住

处兼画室，容得下“厨房画家”刘涛30多年的热爱。画家不问出处，刘涛

却总以家乡的土作画，那是他从不曾忘记的、出发的地方。

2004年，刘涛来到北京，成了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的厨师。闲暇时，刘涛慕名去了潘家园

旧货市场，看到了齐白石、吴冠中、凡·高的画，

他尤其喜欢吴冠中的《小鸟天堂》和《狮子

林》。新世界的门打开了。

此时，23岁的刘涛已经画了10多年。吴

冠中的好，凡·高的好，对刘涛是震撼，也是启

发——这样的“好”，怎么能变成自己的好？

他想起小时候每年农历二月二至三月三，

母亲赶庙会回来时带的泥泥狗，母亲说能给他

消灾除病。这种河南周口淮阳太昊陵庙会特

产的泥塑，以当地特有的泥土捏成各类动物形

状，黑色铺底，明艳的绿、黄、红、白四色彩绘点

线和各种符号铺满全身。

母亲没能让刘涛继续上学，却留给他充沛

的爱和灵感。儿时的玩具成为刘涛绘画风格的

基石。刘涛开始用家乡的胶泥为颜料，以白毛巾

为画纸，勾勒出黑色的线条，着上五彩的颜色。

2009 年，一扇更大的门在刘涛眼前打

开。经朋友推荐，他的作品被北航艺术馆创始

馆长蔡劲松看到了。震撼之余，蔡劲松很快为

刘涛办了个人画展，100多幅作品，大部分都

是毛巾上作的画。“线描彩绘”，刘涛高兴地说，

自己的风格终于有名字了。

来到北京，新世界的门打开了

刘涛能成为清华的一名厨师，“会画

画”是他的核心竞争力。白天，他在清华大

学甲所餐厅，出品一道道凉菜；工作以外的

时间，刘涛几乎都在画室里度过。

这间画室也是他的住处，离清华不远，

但举着导航也不好找，要扎进一片半世纪

前建成的平房，再穿过胡同几道弯才能到

达。除了木板搭起的单人床和堆满颜料、

调色盘、手稿、书本的书架，剩下可挪动的

空间只有两平方米。这是标准的“陋室”，

却装得下刘涛30多年的热爱。

大概是上二年级时，刘涛偶然看到书

本上的一幅插图，觉得“画画很好玩”。自

此，他开始“画书”，临摹各种书本上的插

图。在河南老家，全校、全村人都知道这

个叫刘涛的小孩爱画画。到了五年级，老

师将画黑板报的任务交给刘涛。接下来，

他没能拥有更大的画板。穷困的家庭不

仅无力帮他实现“艺术梦”，甚至连读书也

承担不起。小学毕业后，刘涛开始跟着亲

戚学厨。

16岁起，刘涛在河南商丘、洛阳、郑州

等地辗转近20家酒店。漂泊的日子里，他

画画的念头仿佛生了根。无论工作多累，

脱下厨师服，刘涛要摸到画笔，心里才踏

实。头一个月工资130元，刘涛往家里寄

了60元，自己预留了5元零花钱，剩下的

钱都用来买书、笔和纸。

这位清华厨师的画
被外交部永久收藏

刘涛的作品《五色土和符号》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刘涛正在制做凉菜
成为清华的厨师，
“会画画”是他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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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对刘涛来说是个重要的年份。因

为有更多作品陆续入选国内外重要展览，他以

惊人的速度攒够了积分，在这一年成为中国美

术家协会会员。这一年，刘涛的第一本绘本作

品《仓颉大叔和汉字的奇妙故事》出版了。

也是在 2019 年，刘涛作为厨师的职业

生涯得到延续。在研修班的学习告一段落，

这时，他在清华大学接待服务中心谋得一个

厨师的岗位，成了清华大学甲所餐厅的凉菜

师傅。

刘涛做凉菜，和画画一样不惜力。他端出

来的菜里，有清华的建筑、景观、文化，遇到主

题宴会，他更是绞尽脑汁：“一桌菜有时候我晚

上构思到一两点，先画草图，画完草图以后才

能把它呈现出来。用什么菜，叫什么名字，画

清华哪个景点，怎么呈现它的形。”

在哪里做菜不行，非得在清华？刘涛当然

也有私心。做菜和画画，学校厨房和5平方米

住所，两点一线的生活里，他偶尔还会拐个弯，

去清华美院请教专业问题。上班时总站着做

菜，回到家，刘涛也总站着作画。身材精瘦的

他好像从不觉得累，厨师、画家，两个身份都给

他以成就感和快乐。

除了怎么也画不厌的画，刘涛还有许多做

菜的创意没来得及实践，几十本绘本的创作也

远不是终点。这间住了8年的屋子里，贴着他

手抄的《劝学诗》，“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

读书时”。

“这首诗一直激励我。一定要做自己喜欢

的事情，不然等自己老了就晚了。每次感觉有

点疲惫的时候，一看到这首诗立马就感觉有精

神了。”刘涛说。

厨师、画家，两个身份都给他以成就感和快乐4

“北航小厨师办个人画展”上了报纸，刘涛

半只脚踏进了画家圈。他依旧孜孜不倦地画

画，也有了更多机会认识专业人士、获得新知。

一次画展中，他偶然看到清华大学美术学

院教授杜大恺的作品。画得真好啊！他对杜

大恺任教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书画研修班心

向往之，但他又觉得“清华大学”这几个字好像

离自己太远了。

最终，刘涛鼓起勇气，按流程提交了五六

幅作品。2016年8月，他收到了研修班的入

学通知书。35岁这一年，从未接受过科班训

练的刘涛终于有机会系统地学习绘画。他如

愿成了杜大恺的学生，去威海写生，画海草

房。慢慢地，他知道怎么调色、怎么构图，也会

设计人物了。

每节课、每分钟，刘涛珍而重之；用泥土作

画的手艺，他也从没丢掉。独特的画风、高产

的作品……到清华后，刘涛参展的机会变多

了。2017年，刘涛的作品《五色土和符号》受

邀参加第七届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也

是这幅画，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展出，被

外交部永久收藏。这是一个意外而巨大的鼓

励，就像捅破了最后一层窗户纸，刘涛觉得，画

画这件事有了水到渠成的感觉。

35岁这一年，他进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书画研修班学习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