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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历史题材的主题性创
作，在追求历史真实性的原则下，
艺术个性是其魅力组成的重要元
素。机械化、面孔化、单调化、口
号化是大忌。

历史题材构思的真实性包含
情节真实和艺术真实两方面，两
相结合才能展现艺术作品的感染
力。情节真实涵盖形象真实、事
件真实、场景真实等要素，需要在
艺术作品中还原，但仅仅还原，缺
乏内心的感情抒发和表达，即如
果没有诸多艺术技巧和细节升华
的刻画，艺术作品的表现就会有
失完整与立体性，也不会生发感
人的力量和共鸣。

比如，反映“九一八”事变的
经典雕塑《残历碑》，记录了历史
上悲恸的国难日，成为铭记历史、
发奋图强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其艺术性深蕴其中，巨大的翻开
日历状花岗石的塑造，可谓匠心
独具，寓意历史在行进，历史中的
这一页却是永远翻开，永远存在，
时刻敲响警钟。其碑文题字由著
名艺术家题写，书文相应，增添艺
术张力。其右侧事变时间与骷髅
的雕刻，使《残历碑》的内涵赫然
呈现，为了人类和平英勇无畏的
抵抗，不在乎时间的持久，不在乎
牺牲的壮烈。而碑的下部为纪念
馆入口的设计更是突显艺术巧
思。《残历碑》之所以成为经典，是
历史真实与艺术个性的高超结
合。

当主题性创作情节真实的各
大要素均已实现，疏密动静间的
节奏感，环境刻画的烘托性仍至
关重要，展现其艺术格调的高
下。让观者仿若置身历史现场的
艺术创作，艺术个性是打动心灵
的特别钥匙。

比如，著名画家李晨创作的
抗战题材作品《七七事变》，表现
29军大刀队死守卢沟桥的场景，
历史上的 29 军大刀队主要战斗
在卢沟桥铁桥而非石桥附近，但
画面上李晨用了石桥的狮子来点
明背景，桥的特性更加突出，勇猛
强大的精神性含寓其中。这种细
节化的艺术塑造得到军事学家和
历史学家的认可。

主题性创作中，人物的错落
摆布、角色间的顾盼关系、情节逻
辑，都需要艺术营造，否则就成了
历史照片。艺术作品是表达画家
的内心图景，主题性创作可挖掘
的领域空间巨大，艺术家当以个
性化审美追求构建创作路径，以
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展现艺术真
谛，由此生发异彩纷呈的艺术世
界，使历史以一个个不同的鲜明
视角和表现来撼动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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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 9月 18日夜，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
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
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
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东北军北
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从此，
中国人民开始了14年的英勇抗战。

残历碑是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纪念
雕塑，是一座艺术上匠心独具、蕴含民族魂的经
典巨制。其设计、创作者为新中国代表性雕塑
家、鲁迅美术学院教授贺中令。

残历碑于 1991 年 9 月 18 日落成。碑高 18
米，宽 30 米，进深 11 米，建筑面积 500 多平方
米。由混凝土灌铸，花岗石贴面，外形呈一本翻
开的残破台历，其左页以文字镌刻着事变发生
的简要经过，右页为事变发生的具体年月日与
累累弹痕构成的骷髅。残历碑下方呈空心，辟
为纪念馆，展室陈列着有关事变的历史资料和
文物。碑文由人民鉴赏家、书法家杨仁恺题
写。残历碑右面刻着“1931 年 9 月 18 日，农历
辛未年”字样，向人们昭示着那个永远难忘的悲
痛日子。

残历碑不仅以艺术的形式呈现一本永远翻
开的日历，更是一本令人掩卷深思的史书，凝聚
着中华魂，警醒着国人勿忘国耻，振兴图强。各
界专家评论：“残历碑是一个特殊的创造，是雕
塑艺术史的杰作。”据统计，仅在 1998 年，就有
中外18万余人次参观残历碑。

出生于 1935 年的贺中令幼承父艺。父亲
精湛的民间艺术和可贵的爱国精神给他以深刻
的影响，他孜孜以求，不断汲取中外艺术前辈的
宝贵经验，探求自己的艺术风格。天赋、家教、
学校的培养，造就了一位新中国雕塑中坚。民
族情怀和大爱情思一直是贺中令雕塑的主旋
律，他以刻刀表现厚重历史、民族精神，激励时
人奋发进取。

资料记载，1964年，贺中令在辽西发现两块
木化石，自然天成的形状像一本翻开的台历。强
烈的直觉告诉他，这会是一个非常巧妙的雕塑构
思。1984年，全国城市雕塑领导小组征集各个城
市的代表题材作品，贺中令突然灵感迸发，根据
那两块上亿年木化石的造型，结合历史背景，他
创作了《残历碑》，立即引起巨大反响。这件作品
在第二届全国城市雕塑评比中获得优秀奖。

1991年3月，“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雕塑招标
会在沈阳举行，贺中令的设计从62个方案中脱颖
而出。6月正式动工，9月即完成了创作工程。其
间贺中令废寝忘食地工作，因为艺术作品不是规
则的施工图，施工人员不会干，贺中令每天都要
在工地上指导。原本残历碑的背面留有设计者
落款处，但贺中令坚决不同意，他说：“人们应该记
住的是那段历史，而不是这个建筑的设计者。”体
现了一位艺术家的无私品德和宽阔胸怀。

《残历碑》

一本打开的“书”激励国人图强

《东北抗日联军》等作品

黑白色调突显大无畏精神

辽
宁
美
术
家
用
多
种
形
式
表
现
宏
大
主
题—

—

创
作
经
典
作
品
为
历
史
铸
碑

本
报
记
者

凌

鹤

提要

﹃
九
一
八
﹄
事
变
是
日
本
帝
国
主
义
侵
华
的
开
端
。
中
国
共
产
党
率
先
从
民
族

大
义
出
发
，果
断
站
在
反
法
西
斯
战
争
的
前
沿
，挺
起
民
族
脊
梁
，担
负
起
中
国
十
四

年
抗
战
倡
导
者
、先
行
者
和
组
织
者
的
历
史
使
命
。
当
代
艺
术
家
以
雕
塑
、绘
画
等

艺
术
形
式
记
史
言
志
，表
达
内
心
的
家
国
情
怀
和
英
勇
不
屈
、自
强
不
息
的
中
华
民

族
品
格
，讴
歌
党
的
伟
大
领
导
。
本
期
推
荐
的
作
品
突
出
反
映
这
一
重
大
主
题
。

更多精彩
扫码观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2015 年 9 月 3 日，中国邮政发行了由鲁迅
美术学院教授李晨创作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邮
票。作者采用写实手法，以大手笔表现从1931
年到 1945 年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期间具有代表
性的重大历史事件，真实而艺术地再现了中国
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浴血奋战。

李晨是军人，东北人。他对14年的抗战历
史有着比常人更深刻的理解。同时他又是一位
历史题材的画家，对中国战争史有着独具特色
的表现和缅思。

创作纪念抗战系列作品是一次新的挑战，
李晨使用凝重的黑白色调来表现主人公英勇、
顽强、不畏牺牲的精神。所采用的抒情方式是
内敛克制，将悲怆化为壮美，使画面具备艺术美
感的同时透射历史的惊心动魄、血火洗礼，彰显
中国人民的大无畏精神。

用黑白色调表现重大历史题材，更具历史沧
桑感与纵深性。用铅笔画出具有水墨效果的素
描人物肖像，李晨进行了全新的创造，终有所成，
是这一绘画形式的代表性画家。他擅长以素描
手法、游刃有余地驾驭黑白灰色块，塑造人物、讲
述历史、浓缩精神。

创作悲壮题材的战争作品时，李晨长时间
沉浸在历史情境中。找历史文献资料、实地进
行考察、打腹稿、送审、修改，经历了 200 多个
紧张、忘我投入的日子，他最终选定“九一八”
事变和“东北抗日联军”这两个最有代表性的
历史标志。

《九一八事变》刻画了东北军面对日寇侵
略，满腔仇恨，对家国落难悲恸不已，誓要反
抗。《东北抗日联军》体现了东北抗日联军在党
的领导下，不畏强暴，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

《东北抗日联军》通过雪山、白桦林和东北
军服饰、枪械、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东北抗日
联军在极艰难复杂环境中同侵略者进行长期的
残酷的英勇斗争，体现了东北抗日联军浴血奋
战，不畏牺牲的斗争精神。

场景再现，是李晨创作中常用的方法。当
需要还原某些历史场景的真实性时，他就会变
成一位导演，学生和朋友成为演员，穿着从歌舞
团借来的服装，配上借来的道具，安排布置站
位，动作形态反复操练，仿若时空穿越，有了当
年的气氛和情绪。“穿起衣裳，扛起枪，上战场”，
大家同时入戏，同时感动，迸发创作灵感，调整
创作构成。李晨形容当时的创作状态是“一天
打一个战役”，他完全与绘画的情境融为一体，
对场景细节巧妙的艺术加工获得了军事学家和
历史学家的肯定与赞扬。

国画《全民抗战》是著名军旅画家矫玉珍
“建党百年”主题创作中的作品。他对抗联历史
有着深入的了解，具有扎实的写生基础，多年进
行系列军事历史题材创作，多次荣获全军奖。

《全民抗战》所绘人物神情凝重刚毅，抗战决心
坚定。在抗战最坚苦的时候，东北人民没有武
器，他们拿起来了大刀、长矛以及从敌人手中夺
来的武器与日本侵略者硬拼到底，表现出中华
民族不可欺、不可辱的坚强斗志。 国画《全民抗战》矫玉珍

素描《东北抗日联军》李晨

雕塑《残历碑》贺中令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