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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庚子新春以来，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勠力同心，全面迎战新冠肺炎疫情。为弘扬
战“疫”英雄精神，鼓舞士气，增强人民信心，锦州
市美术家协会组织全市美术工作者共创作作品

300余幅，网络展出14期，受到了多方关注与好评，以实际
行动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锦州市广大美术工作者积极
投身战“疫”创作，推出系列网络展
览凝聚民心的作品中，不乏富有思考
和新意的艺术创作。如表现雷神山
建设的中国速度、逆行驰援武汉的医
务工作者、乡村防疫、社区防疫、公交
恢复开通后第一天等水彩作品，立意
新颖、角度创新。作者孙志超是辽宁
省美协理事、锦州市美协秘书长、渤
海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客座教授。
他始终坚持战“疫”创作遵循立意、
角度、技术的创新，使情感表达更为
真切鲜明。

孙志超的作品《抗击疫情之一封
家书》是从陈丹青的“书法画”中汲取
的灵感，“当时在新闻中我看到小朋

友写的信，表达他对驰援武汉的护士
妈妈的思念和担心。为此，我特别感
动，想用画作表现这个情节，于是决定
将书信画出来，其中信中的文字，我是
模仿孩子的笔迹。”

在创作过程中，孙志超会用特定
的意象来反映作品主题，比如《抗击
疫情公交开通之到站》，描绘了公交
恢复通车第一天乘客到站下车的场
景，“公交恢复通车是疫情形势转好
的信号，而‘到站’也寓意我们将迎来
抗疫的胜利。”孙志超认为，战“疫”作
品大量呈现时，画家更应冷静思考，
注重将内心情感与立意创新相结合，
在描绘战“疫”故事时，力求画出具有
个人风格的精良作品。

战“疫”创作的情感表达
注重立意创新

抗疫作品凝聚力量，鼓舞士气，
安定民心，记录历史是其宗旨和使
命。作品能否产生广泛共鸣是发挥
美术功能的核心要素。

综观锦州美术工作者的创作，贴
近生活，表现战“疫”中的平凡英雄和
工作场景是其突出特点，绘画形式、
表现方法丰富多样，国画、油画、水
彩、速写等各具特色。正是因为生动
反映了普通大众战“疫”生活的日常
状态，让观者产生共情，进而化为有
力的战“疫”行动。

锦 州 市 美 协 主 席 杨 永 弼 创 作
了 表 现 疫 情 防 控 阻 击 战 的 系 列 作
品。他谈起自己的创作时说：“在
这场全国同心的共同战‘疫’中，奋
战 在 一 线 的 医 务 人 员 和 各 条 战 线
的 工 作 者 成 为 最 美 中 国 人 。 我 为
之感动和鼓舞，作为画家要用画笔
记录时代，讴歌英雄。在疫情发生
的近两个月时间里，我创作了《出
征 逆 行》《护 士 日 记》《守 护》《严

防》《支援》《治愈回家》《同心》《慰
问》等 30 余幅作品，记录了奔赴疫区
的出征逆行者，战斗在一线与时间
赛跑、与病魔较量的医务人员，在不
同战线上共同抗疫的广大志愿者和
为打赢这场战‘疫’听从部署，严格
落实防控要求的普通群众，体现了
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战胜疫情的强
大力量。”

《锦州抗疫之乡村篇》刻画了锦
州农村在利用广播和标语等手段宣
传疫情防控的相关知识和要求的场
面，《社区卫士》刻画了防疫工作人
员在小区门口不分昼夜对进出小区
的人员进行测量体温和排查登记的
严格检查场景。全国千千万万这样
的哨所组成了坚实的防护网，有效
地阻断了疫情扩散。

这些反映特殊时期百姓真实生
活的作品，让观者感到亲切，产生广
泛心灵共鸣，也使抗疫美术创作避
免口号化。

作品取材于战“疫”日常生活
与大众产生广泛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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