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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展藏一幅描绘抗美援朝
战争的宏伟画卷——《清川江畔围歼战》。这幅油
画是中国第二幅全景画，再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
扭转战局的第二次战役的历史场面。画卷荣获解

放军第三届文艺奖，由鲁美14位著名画家联合创作完成。

《清川江畔围歼战》是一幅忠实历
史 的 巨 作 ，气 势 磅 礴 。 画 面 周 长
132.15 米，高 16.3 米，面积 2154 平方
米，展现了战斗的全过程——成千上
万的志愿军排山倒海般冲向敌人，数
不胜数的敌军，成群的飞机、大炮、坦
克、卡车在画面中交织。清川江畔山
势起伏，画面以运动的态势描绘战斗
的几处焦点——三所里、龙源里围歼
战、抢占公路高地战、松骨峰激战，清
川江、军隅里、凤鸣里围歼战等激烈战
斗场景尽收眼底。

该画创作组组长、著名画家任梦
璋说：“为完成全景画创作任务，我们
阅读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包括《中国人
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抗美援朝战
争》《三十八军在朝鲜》《抗美援朝战争
回忆》以及有关影片、录像和图片。主
创人员赴朝鲜考察半个月，在群山中
沿着当年战斗发展的轨迹边走、边看、
边思索。在国内，又多次去部队访问
当年参战的老同志，听他们讲述一线
指战员浴血奋战、可歌可泣的英雄事
迹。深入基层连队，进行着装模拟作
战演习，熟悉冲锋、狙击、拼刺、肉搏、
突围等战术动作，增加了绘画的形象
感受。为了准确把握主题思想，我们
还请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

军史专家，他们从理论和军史高度深
入分析和论证。空军研究所提供了当
年美军使用过的飞机机型、编队照片
和飞机模型。”

《清川江畔围歼战》从素描稿、色
彩稿、放大制作到完成，历经3年时间

（1991 年至 1993 年）。为了突出围歼
战的整体战略思想及战争地位，明确
全画的特定时间与空间，突出画面光
线效果，画家们把原本不是同一时间
发生的战斗集中在一起，把不能同时
看到的战场按方位拉近，合理自然地
组织到画面中。

据任梦璋回忆，特制的油画布由
100 多名战士和工人吊装、完成画布
底色制作。创作组按照油画稿放大，
在2154平方米的环形大画布上创作，
平时用惯的画笔已不起作用，画家们
登上16米高的升降车，挥动拖布般巨
大的特制画笔和刷子高空作画。先从
天空画起，然后画远山、近山、丘陵、公
路、河流、村落、战场、烟火、坦克、汽
车、军队……画面逐渐清晰丰满起来，
无一处粗糙懈怠。

全景画是绘画与塑型相结合的艺
术。在1100平方米的地面上，战场实
物与灯光、音响形成综合的艺术效果，
使观众身临其境，犹如进入历史现场。

忠实历史 高度艺术提炼

《清川江畔围歼战》是主题性绘
画，从内容、情节到表现技法，均采用
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真实具体地反
映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勇斗争历
史。全景画创作组是一个融洽的集
体，专业画家、部队画家，以及地面塑
型、画布吊装制作的专家充分发挥集
体智慧。著名油画家宋惠民、任梦璋、
许荣初任组长，严坚、王铁牛等一批鲁
美中青年骨干油画家共同创作。严
谨、一丝不苟的作风充分体现在人物
和环境的塑造上，层次分明的结构，结
结实实的造型，变化细腻、鲜明的色
彩，准确而生动的基调，使画面充满了
令人震撼的艺术魅力。

鲁迅美术学院教授、国画家贲庆
余评论此画作时说：“《清川江畔围歼
战》富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带来巨大
的鼓舞。当今，人们真切需要的仍是

能够鼓舞斗志、振奋精神、培养高尚情
操和无私奉献精神的作品，人们要的
是最好的精神食粮。”

全景画的领军者宋惠民认为：“全
景画以巨大的视觉冲击力，把历史凝
固于一瞬，集中于一点。它是典型化
的瞬间。它不是自然的片段，而是以
最集中、最强化的手段，再现历史。因
此，它是艺术、是史诗。”

艺术家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
承和弘扬鲁艺传统，本着对祖国、对人
民高度的责任感和对艺术创作精益求
精的工作作风，克服困难、顾全大局的
集体主义精神，以及艺术家的良知和
深厚的艺术表现功力，成就了热血与
烈火交织而成的革命战争和历史战争
画卷。作品中所传达出来的爱国主
义、革命英雄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将
长久地激励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

现实主义佳作 有力弘扬鲁艺传统

欧阳询（557—641 年），字信
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是
楷书四大家之一，书作被世人推
崇。《仲尼梦奠帖》以瘦硬风骨、平
正中见险绝的艺术面貌，以及作
品中融入的达观平和的人生修为
与正大气象的审美特质，成为其
晚年经典代表作，被誉为“世无其
匹”，展现了欧阳询书法艺术的不
朽魅力。

专业人士认为欧书更加难
学。难学，是因为欧体楷书所蕴
含的独特风骨。其用笔凌厉整
肃、劲健挺拔，尤有一种不卑不亢
的从容之美，是一种因线条、笔道
融合人生历练而产生的生命之
力，力透纸背。

吉林大学书法文献学博士、
沈阳师范大学书法教育研究所所
长、教授杨宝林认为，欧阳询是初
唐书法四大家之首，其书法学“二

王”，又学索靖，书法史上流传着
他在索靖碑下三日观碑的故事，
刻苦钻研精神可见一斑。欧阳询
的作品风骨棱棱，弥足珍贵，对后
世影响巨大。《仲尼梦奠帖》从结
体上看呈隶式，方笔用笔多，体现
了欧阳询书法刚劲有力的特点，
其中也蕴含楷书元素。学者在临
习时，首先应追求惟妙惟肖，体现
其中的韵味与美，因为书法最终
以古取胜，“书贵瘦硬方通神”，瘦
硬风骨是精髓。学习他的书法作
品，确实能够增强书法骨力。

历史学博士、鲁迅美术学院
副教授、书法理论与艺术实践方
向硕士研究生导师马新宇认为，
欧阳询历经陈、隋而入唐，既是魏
晋书法的善继者，也是衔接晋、唐
的代表性过渡人物，其存世书法
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不言
而喻。辽博所藏《仲尼梦奠帖》为

书法珍品。
晋唐时期的书法名家极重风

骨，有着清晰的审美取向和笔法
意识，瘦硬挺拔的点画、方棱斩截
的笔势、凌空取势的笔法，是构筑
这一时期风骨意象的核心部分。
这也是名家书法作品与普通人日
常书写之间从技法到审美的本质
差异。

《仲尼梦奠帖》笔画简直挺
拔、干脆利索，起笔处痛快，单字
内部笔画之间很少牵丝连带，颇
得魏晋凌空取势的笔法精髓。刚
劲凌厉的笔势，构筑了极具特色
的“险绝”意象。后世学欧楷者颇
多，但得其风骨者甚少，究其缘
由，应从技与道两方面省思。经
典之所以难以超越，就是因为它
在艺术与人格上已达至极高境
界，但也正因为有经典引领，艺术
才会不断发展丰富。

欧阳询:以骨力用笔 展现正大气象
本报记者 凌 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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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美14位名家深入实地，耗时3年绘制

全景画《清川江畔围歼战》堪称艺术史诗
本报记者 凌 鹤

传统与创新是永恒的命题，是艺术
家穷其一生实践探索的核心。

传统作为根基与养分，滋养着艺术
家的生命。在复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时代洪流中，艺术家肩负着天然
的使命与责任。“传统”一词前所未有地
火热与高光。但在学习、了解、认知传统
的过程中，走“近”与走“进”有着实质差
别，反映到创作中，作品所体现的境界高
低立现。

走“近”传统是学其皮毛，蜻蜓点水，
浅尝辄止，甚至是追随潮流使然。在绘
画和书法创作中，这样的现象和问题并
不鲜见，也不容回避。所出作品只是仿
古的初级阶段，或是打着学古的旗号学
时人。其线条、墨色、架构、晕染象形少
意，尤其是意匠经营、匠心独运显得心有
余而力不足，在精神气韵上失去灵魂。

走“进”传统是真正入古融古，内生
出新，能做到者为数不多。艺术是有其
特殊规律与根脉渊源的精神产品，力戒
三俗，即低俗、庸俗、媚俗。如果什么是
俗都看不清、弄不懂，显然是还没有踏进
传统这湾流动的活水，受其沐浴润泽，不
能做到目明心清，也就无法心手相应创
作出经典佳作。一位艺术家真正用于钻
研学问、探求事物本质的时间和精力远
少于世俗经营，那么在心态、心境上根本
做不到与传统经典对话，更不能牵出那
条穿越古今的灵动之线来串联时代进行
创作。

沉得进、走得出、做得实，不仅是艺
界学习传统的正确路径，也是人生之道。

走“近”与走“进”
艺术境界大不同

凌 鹤

经典鉴读 JIANDU

1950年 11月，中国人民
志愿军6个军在西线战区对
敌发起反攻。歼灭了敌第 7
师、第8师大部，打开了战役
缺口，完成对美第 9 军的三
面包围。

11月29日，志愿军在清
川江对美军发起猛烈进攻，展
开了激烈的围歼战。美军受
到重创，其第2师1.8万人只
剩8662人，重装备丢失殆尽。

这组图为全景画《清川
江畔围歼战》局部

《仲尼梦奠帖》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