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7月12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凌 鹤 视觉设计：隋文锋 检校：孙 广 赵 琢艺术周刊
YISHUZHOUKAN

10

鲁迅美术学院始终坚守鲁艺精神的
传承，“艺术为人民”的思想深深扎根于
鲁美艺术教育与创作之中。正因为此，
造就了当代现实主义中国画大师、著名
美术教育家——王盛烈。

王盛烈以爱国精神和人文情怀，秉
持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强烈的时代责任
感；以现实主义精品力作弘扬民族精神，
讴歌人民，讴歌时代。正是这种精神的
坚守，使其以弘德之心、博爱之境投身于
美术教育事业，在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
写下了闪光的一页。

耕者之行 大爱之境
——解读王盛烈的艺术人生

王慎十

王盛烈是卓越的艺术教育垂范
者，他以坦荡的胸怀、对艺术的真知
灼见，对民族解放和振兴的激情，培
育和影响着一大批中青年画家。他
德高艺劭、滋兰树蕙，桃李满天下，将
大爱倾注在鲁美的教育事业上。“他的
成就、他的快乐、他曾经的磨难、他最
后的眷恋、他的‘耕者画室’，都与这个
学校融为一体，他的名字是一个时代
的象征。”（鲁美原院长韦尔申评语）

1958 年鲁迅美术学院创建伊
始，中国画系相伴而生。王盛烈作
为中国画系的创建者和奠基人，在
原绘画系的墨彩画教学基础上制定
了适合自身特色发展的教学指导思
想与原则。确立了中西互鉴、兼容
并蓄，面向生活与精研传统并进的
教学理念，制定了苏式教学与中国
传统教学互补的教学体系。继承和
发展传统，结合生活实践，进行创造
性教学。在王盛烈的引领下，规划
和建立了教学实施方案，审视中西
绘画的互补、互鉴，传统与生活、传
统与创新等诸多学术问题，为中国
画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
时，赵梦朱、王心竟、季观之、钟质
夫、晏少翔、孙恩同、王绪阳等群贤
毕至，中国画系教学与学术气象蔚
为壮观。

上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
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新的历
史时期，主张“文艺为人民服务，为
社会主义服务”。王盛烈紧随时代
的风向标，提倡艺术要走进生活、反
映生活，将人物画作为重要的教学
面向，将其设定为进行主题性创作
的重要画科，山水画、花鸟画教学与
创作也赋予了新的内涵，培养了众
多具有综合艺术素养、扎实造型能
力与传统技艺的优秀人才。

1977 年，王盛烈恢复系领导职
务，对中国画系进行了变革。强化写

生教学，主张以素描教学为绘画基
础，把白描和重彩并置于专业基础教
学之中，使教学内涵更加宽厚。改革
开放之后，王盛烈开始关注重识中国
传统文化问题，挖掘中国传统绘画当
代价值。从壁画入手，展开临摹，提
倡开放性启悟式教学，传授义理与技
艺表达和艺术创作规律。他常说，

“伏久者，飞必高”，修养人品为首，久
伏耕耘，才是登高之径。他创立的现
代美术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泽被深
远，至今仍在影响中国的美术教育。

1980 年始，王盛烈担任鲁迅美
术学院副院长，主管学院教学工作，
1983 年主持学院全面工作。其间，
围绕着鲁美学科建设发展与人才培
养，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以
前瞻性的发展战略进行了专科、本
科、研究生三段式教学改革。提高鲁
美的学术交流水平，提升国内外影响
力，形成了以鲁美为引领的地域学术
创作团队，推动了艺术创作的繁荣，
在全国专业艺术院校中具有鲜明特
色和竞争优势。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
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
代的风气。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中国美术事业迎来无限
广阔、更加绚丽的发展前景。在中国
美术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下，王盛烈所
代表的以真善美为精神旨归的现实
主义必将生发出新的生命活力。我
们珍视王盛烈贡献于鲁美的这份宝
贵艺术遗产，以鲁艺精神为指引，坚
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坚持用明
德引领风尚。以艺术培根铸魂，滋
养人心；以描绘时代风云、塑造时代
典型、弘扬时代精神的美术创作凝
聚家国意识，彰显人文情怀，担负文
化使命，推动中国美术事业一步步
迈向美术“高峰”。

王盛烈 1923 年出生于沈阳，18 岁
到日本留学，21 岁回到祖国。1946 年
在北京中山公园举办画展，与徐悲鸿相
识。1949 年，26 岁的王盛烈转入东北
鲁迅文艺学院美术部任讲师。1958 年
任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第一副主任，
1976年恢复工作，1980年任中国画系主
任。1979 年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
事。1982 年被推选为辽宁中国画研究
会会长。1980 年任鲁迅美术学院副院
长，主管教学工作，兼任中国画系主任，
1983年任鲁迅美术学院副院长，主持学
院工作，至 1986 年离休。1985 年，被推
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1998
年，获“鲁迅美术学院荣誉终身教授”称
号，2003 年病逝，享年 80 岁。王盛烈在
鲁艺执教五十余载，将自己的全部生命
情感和艺术才华都奉献给了新中国的
美术教育事业。

王盛烈的艺术人生充满了人道
主义情怀和对真、善、美的坚定追
求，他的作品赋予了现实主义新的
艺术内涵和表达方式，并始终贯穿
于他一生的艺术创作与教学实践
中。“在他的作品中蕴藏着极其感人
的魅力。”（徐悲鸿夫人廖静文评
语）“为 20 世纪中国美术留下中华
民族形象，将20世纪水墨画推向一
个新的高峰。”（著名美术评论家尚
辉评语）

王盛烈强调艺术要以生活为
源泉，贴近时代和人民，追求艺品
与人品的高度统一。在表现形式
上，将西方绘画的写实方法与本民
族传统笔墨技法有机结合，从而使
中国人物画创作在表现历史和现
实题材方面，充满了强烈的时代气
息和磅礴的生命活力。王盛烈于
1957年创作的中国画《八女投江》，
以史诗般苍凉悲壮的精神力量，将
中国传统笔墨与西方素描造型创
造性地融合，产生了撼动人心的视
觉审美感受，实现了以水墨绘画语
言描绘革命战争题材的历史性突
破。他的艺术创作始终把个人命
运与祖国命运相系相连，以作品歌
颂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
成为时代精神的标志，为现代中国
美术史贡献了具有创新性与典型
性的纪念碑般经典之作。

优秀的艺术家总能感国运之变
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
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王
盛烈作为“关东画派”的创建者和奠
基人，坚持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
的创作理念，创造出大量脍炙人口
的艺术精品。他记录鞍山火热的炼
钢场景，描绘悠悠长白天池水，绘黑
土地的农耕，展乡娃的淳朴，记下造
船码头、水库工地、村落仓舍、林海

雪原，黑土地上的点点滴滴。1962
年创作的中国画作品《海风》展现了

飒爽英姿的人物形象和万众同心的
壮志豪情，人物真实、质朴，生动而
鲜活，展现了人物内在的精神风骨
与气韵。

上世纪 80 年代后，王盛烈将
对祖国和人民无限的爱浸透于关
东 黑 土 地 上 普 通 劳 动 者 的 塑 造
中。中国画作品《耕者》刻画出了
劳动人民的艰辛与厚朴之美；《家
乡的孩子》《山泉》从平凡中彰显出
真爱、大爱、至爱、博爱的精神品
格。其山水画《梨花沟里人家》《秋
光》《山又青青》《大地微微暖气吹》

《春山绿 春草青》等作品展现了山
村、乡路的恬淡与宁静；作品《看云
识变幻 人间天上同》《烟云来复
去 山色有无中》则呈现出了气纳
自然，神逸超然的气象与魂魄。这
些作品充满着对生命的哲思，对真
善美的坚定追求，对自然与宇宙的
珍爱与敬畏，赋予了现实主义创作
新的艺术内涵和表达面向。

作为新中国极具代表性的当代
现实主义中国画大师，王盛烈艺术
创作源于他人生的积淀、为民的信
念、求知的坦诚和求索的执着。他
表现平凡生活的画作流溢着朴实无
华的心境，折射出艺术家的家国情
怀和博大胸襟，令人敬仰。这情怀
既来自早年蒙受民族灾难激发的强
烈民族忧患意识，又来自他耕耘一
生的鲁迅美术学院所濡化的鲁艺精
神。他曾说过：“鲁艺传统是什么？
艺术与工农兵相结合，艺术为人民
服务，即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反映人
民的理想和愿望，为人民群众提供
高尚的、美好的精神食粮。我们的
中国画就是在这个原则上、信念上
成长起来的。”可以说，鲁艺传统和
鲁艺精神滋养了王盛烈，他也用自
己的艺术生动诠释了鲁艺精神。

《八女投江》素描稿之三之五

中国画《八女投江》1957年创作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国家一级文物）

中国画《海风》1957年创作 中国美术馆藏

中国画《耕者》1984年创作

中国画《悠悠天池水》1992年创作

中国画《高原行者》1999年创作

《海风》素描稿之六

《海风》素描稿之三

中国画《家乡的孩子》1984年创作
中国美术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