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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是国
家工程，2009年至今，一批历史性
与艺术性有机相融的佳作载入美
术史册。这类题材创作不能忽视
一个重要问题——重大题材美术
创作不是历史挂图，高度地艺术表
现才是关键。

这需要具备三方面内涵。油
画《娄山关大捷》是收藏于中国国
家博物馆的长征主题美术创作。
作品受到历史专家和美术专家的
双重肯定，缘于作品具备三重内
涵。一是对历史神韵的把握和呈
现。神韵是衡量绘画的核心标准，
历史神韵既要准确提炼历史，又要
艺术再现历史，两者缺一不可。历
史神韵是表现过去时代的鲜明特
征，让人一望便可感可识。二是当
代精神的融入。当代画家如何理
解历史与英雄，如何认知民族精神
和英雄气概，如何通过新的绘画表
现唤起观众对家国的热爱，对党的
历史的深刻认知，这一切都要通过
画笔展现。要求艺术语言形式新
颖，表现技法精熟，用当代人的艺
术方法论重新演绎历史，且不发生
与历史对象的错位。三是呈现人
文意味。英雄被誉为大写的人，其
风骨、品格、意志成为代代学习的
楷模，真实生动刻画人物形象，挖
掘精神气质是作品感人的因素。
人文性是从作品中散发出来的，需
要画内功夫，透过画面和视觉形式
可感受历史的厚重，看过画作产生
回味。

这三方面内涵需要通过绘画
技艺、文化积累、知识储备来完成，
可避免将重大历史题材的美术创
作变为历史挂图。著名油画家郑
艺谈到创作体会时认为，重大历史
题材的美术创作，要充分运用艺术
语言手段，决不能仅仅是历史照片
的翻版，要按照艺术规律来完整体
现历史和作者的意图。因此，注重
强化作品的艺术风格和形式，“艺
术地言说”历史，成为艺术家的首
要任务。这其中的“度”需要通过
艺术家的智慧和劳动来把握和完
成，既是历史的又是艺术的。

美术史论学家张敢谈道，某些
重大历史题材美术作品，尤其是大
尺幅作品显得既平又散，如果不借
助标题，令观众不知所云。很显
然，画家对空间、色彩、人体比例和
透视等基本能力的掌握远没有达
到得心应手的地步。作为一位历
史题材的画家，应该像一位优秀的
导演把主题中最感人的瞬间凝聚
在画面上，同时又暗示着事态发展
的可能性。因此，选择事件中的哪
个瞬间加以表现，是艺术家必须思
考的问题。

“艺术地言说”
是关键

凌 鹤

布面丙烯画《星火燎原》

视角独特 强化视觉冲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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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娄山关大捷》

以史为骨 以诗为魂

油画《娄山关大捷》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而创作，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2016年春节过后，著名油画家郑艺所在团
队接到了《娄山关大捷》的创作任务。郑艺毕业
于鲁迅美术学院，是黑土地成长起来的画家，擅
长驾驭重大题材，他们为接到这一创作任务而
感到光荣。

画家们首先收集了大量历史资料，反复研
读战争史实：1935 年 2 月 25 日凌晨，红三军团
在军团长彭德怀的率领下，采取正面攻击和两
翼包围的迂回战术，再度向娄山关挺进，在关口
展开激战。歼灭敌军4个团，随后又乘胜追击，
击败敌军两个师。娄山关战役取得了红军长征
以来的首次大捷，谱写了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史
上光辉的一页。

郑艺认为，能否准确反映这一重大历史事
件，首先要有正确的历史观，历史题材的艺术作
品之所以能够感动人，主要在于它真实地反映
了历史事件的本质，真实性是历史题材绘画的
第一要义，画面的布局、技术的娴熟都要服务于
创作的主题以及要表达的意境，用艺术画卷再
现壮阔历史。

郑艺将重点放在了毛泽东诗词《忆秦娥·娄
山关》上。“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
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毛泽东诗
词给予画家极大的灵感和启发，几经构思画家决
定以“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诗意为画面基调。

在创作过程中重读经典、研究经典、追求经
典、力求创造经典，成为一种自觉使命。画家翻
阅了以往有关娄山关战役的历史画，回避了战争
题材中表现激战或欢庆胜利的场面，力求选择新
的视角并真实反映娄山关战役的惨烈和悲壮。

前人已经创作出了经典，后人就必须另辟
蹊径，创造新的经典，这是艺术家的责任。画过
几次草稿之后，画家又赴娄山关实地考察，努力
把握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在创作过
程中运用暖红色调，力求通过诗意的情感表达，

赋予画面更深远的历史意义。
经过几次调整，最终画面描绘了战役结束

后，毛泽东、彭德怀、杨尚昆三位红军指挥官骑
马站在逆光的山顶凝视着苍山，虽然三个主体
人物都是剪影式塑造，但是从他们的动势和大
的轮廓表现出了典型人物的典型特征。火红的
夕阳映红了整个大地，战士们正在救助伤员和
清理战场，队伍在低沉的喇叭声中缓缓前进，画
面整体含蓄、厚重。在静穆中表现了西风烈，长
空雁叫、马蹄声碎，喇叭声咽的情境和雄关漫道

真如铁的感慨，如海的苍山、如血的残阳的悲壮
场景构成了画面的主旋律。

“以史为骨，以诗为魂”，彰显红军战士大无
畏的英勇革命精神。特别是毛泽东、彭德怀、杨
尚昆三位指挥官登高远眺、心潮澎湃，入目而来
的是山连山、岭连岭，山峦起伏宛如海波，它预
示着革命征程的遥远和道路的艰难曲折，那炙
热的夕阳沉落在群山之间，映照着宛如殷红鲜
血的天空，也暗示出今后的艰难岁月仍须浴血
奋战和夺取中国革命伟大胜利的决心。

《星火燎原》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
年全军美展时的参展作品。作者陈鹏是有
过军旅生涯的油画家，他对战争题材较为
偏爱。

谈到作品，陈鹏回忆说，长征是悲壮的伟大
史诗，如何表现历史？他决定用大写意的手法，
采用丙烯原料描写红军过草地时的史诗场景。
画面视角独特，构图独具视觉冲击力。在乌云
密布的夜晚，红军队伍在茫茫草地上艰难前进，
画家用漫天的乌云将主体人物压得很低，意在
表现出当时的艰难困境，同时也反衬出红军在
艰苦岁月里所表现出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作者
在画面中描绘乌云间夹杂着点点星光，恰与红
军战士手中绵延远方的簇簇火把交相辉映，远
远望去，乌云压境下仍是一派星火燎原之势，寓
意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必将拨
散乌云，取得最后的胜利。

长征题材国画连环画《一个老兵的信仰》，
入选全国第四届连环画展并被收藏。绘画作
者、军旅画家矫玉珍，有着长达 40 余年的军旅
生涯，他笔墨的关注点始终围绕波澜壮阔的中
国革命史和英勇不屈的战士群体。这个老兵的
信仰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为此，他甘
愿抛头颅洒热血，这份忠诚、坚定与大无畏的牺
牲精神是绘画的灵魂所在。

作品讲述了一名老兵带领 4 个儿子参加
长征，并壮烈牺牲的悲壮故事，曾经参加过北
伐战争的一名老兵，带着 4 个儿子毅然参加了
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父子五人坚持在一
线战斗。组织上安排他必须带一个儿子到后
方工作，小儿子当场拒绝，并立即投入到战
斗中。身负重伤的三儿子趴在爸爸背上说：

“我不想回后方，我只想吃妈妈做的面条。”话
没说完，永远闭上了眼睛。他的二儿子是发报
员，看到老父亲后，哭着说：“大哥和小弟刚刚
牺牲！我要在这里诱敌，为部队转移争取时
间。”最后父子壮烈牺牲……

作品以国画手法将人物形象塑造得生动
贴切，线条与晕染恰到好处，与情节性有机结
合，既有连环画的特质，又融进时代审美，情景
交融表现红军神圣的责任感、强烈的爱国主义
精神和英雄品格。其可读性强，使观众产生共
鸣，完成了绘画讲解历史的审美提炼和社会美
育功能。

国画连环画《一个老兵的信仰》

融进时代审美 故事性强

《星火燎原》布面丙烯 陈鹏

《一个老兵的信仰》连环画（部分） 矫玉珍

《娄山关大捷》布面油画 郑艺 宋克 周楷 关君

《娄山关大捷》（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