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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艺精神的核心是艺术为时
代，艺术为人民。鲁艺精神滋养、
培育了大批优秀的现实主义画家，
创作出经典佳作，描绘党的光辉历
程、社会变迁、人民生活的不断改
善。鲁艺精神的滋养体现在三个
重要方面。

坚定信念。作品是画家本人
的思想呈现。表现党史题材、英雄
题材的美术作品，如果画家本人
对所绘内容知之不深、知而不信，
不可能产生感动人的作品。鲁美
教授王盛烈生前能够创作出《八
女投江》这样的美术经典，源于他
的信仰真挚、单纯、忠诚、坚定。
作品透射出的凛然正气和坚毅的
民族抗争，就是画家的精神写
照。王盛烈成长的时代是中华民
族历经磨难、追求民族解放的时
代，这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忧
患意识，始终把个人命运与祖国
命运相系相连，现实主义艺术道
路是他自觉的选择。王盛烈曾
说：“笔墨具有特殊的生命力，可
以看出一个民族的精神。”

善于吸纳。鲁艺精神是先进
的文化思想，是兼容并蓄的胸
怀。在现实主义创作中，一方面
要摒弃藩篱，另一方面，优秀的西
方绘画手法要学习吸纳、有机融
会。《八女投江》能够开创美术新
表现方式，就在于中西相融，既有
传统中国画的神韵之美、意境之
美，又有西方素描的写实人物塑
造，明暗运用。整体画面和谐生
动，主题突出。

突破创新。新时期的现实主
义是什么面貌？如何反映时代精
神和人民生活？应该勇于在观念
和方法上突破创新。“社会的色彩
有多么斑斓，文艺作品的色彩就应
该有多么斑斓；社会的情境有多么
丰富，文艺作品的情境就应该有多
么丰富；社会的韵味有多么淳厚，
文艺作品的韵味就应该有多么淳
厚。”到生活和人民中去，是实践创
新的最佳途径。一件经典佳作的
诞生是一个漫长艰苦的过程，《八
女投江》创作8年，雕塑家洪涛的
作品《速写长征——向北？向北！》
创作6年，那些大型的全景画创作
更是要以年计。重走抗联路、重走
长征路，画家不仅全身心投入历史
的场景中，更产生了许多新的艺术
表现方法，而这些新表现是自然而
然、应运而生的，在实践的过程中
才能产生灵感。

鲁艺精神滋养出优秀的画家
与画作，实践探索也赋予鲁艺精神
新的时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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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磨一剑
1957年，为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

年美术展览，王盛烈受邀创作一幅有关军事题
材的作品，他立即把“八女投江”作为选题报上
去，很快得到确认。《八女投江》创作完成后，在
美术界引起巨大轰动。这背后，则是王盛烈为
创作这一题材，呕心沥血的8年时光。

王盛烈之子、著名油画家王铁牛说：“在父
亲创作《八女投江》的 8 年时间里，翻阅了众多
历史资料，采访了大量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构思
无数草图，一遍遍起稿，又一遍遍推翻，终于将
冷云等8位女战士掩护战友们后撤的人物造型
准确地描绘出来，为后来成功创作《八女投江》
奠定了基础。”

1938年10月，东北抗日联军第四、五军进
行转移。第五军一师在宿营时被特务发现，遭
日伪军袭击，为了保护大部队撤离，八位女战
士与日军血战，被逼到乌斯浑河畔，面对绝境，
她们手挽着手高唱《国际歌》，踏进冰冷刺骨的
河水，集体殉国。她们当中，年龄最大的 23
岁，最小的只有 13 岁。江水吞噬了八位女战
士年轻的生命，但她们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和
视死如归的斗争精神感天动地。

王盛烈创作的《八女投江》，没有直接描写
敌人，而是把情节处理在暴风雨来临的瞬间，
画面上阴云密布、寒风呼啸、大浪滔滔。险崖
绝壁旁有 3 名女战士相互搀扶着，从容走入
刺骨的江水中，另外 4 名女战士仍然在坚持
战斗，其中冷云的肩上扛着已经昏迷的战友，
她眼中充满了对侵略者的蔑视。整个画面被
浓重的悲怆气氛笼罩，人物形象与命运尽赋
丹青。

综观这幅作品，虽然作品中的礁石、山体、
江水，占据了画面大部分比例，但人物依然是
视线的中心，人物处于苍茫天地与山石之间，
尤为悲壮。画面右侧5人中，占领制高点的女
战士即是冷云，面对着追击的敌人，她毫不畏

惧搀扶起战友。画中人物分成两组，右边5人
形成一个三角构图，而冷云与左边江水中最前
方的女战士，以及画面最右边的女战士一起又
形成一个大的三角构图，凸显出画面人物结构
的稳定感和崇高感。在单独人物的塑造上，王
盛烈借鉴了西洋画法，人物线条厚重有力，有
很强的雕塑感，而画面的整体风格呈现中国画
的写意特质。

美术评论家尚辉谈道：“画面左前方有大
面积水的表现，借鉴了南宋画家马远《十二水
图》中的层波叠浪。画中既有传统用笔，也有
明暗运用。八位女战士形象中，面部均采用明
暗处理，连同头发被风吹起来的动势，产生强
烈的雕塑感。天空乌云滚滚，用烟雾的白衬托
女战士阻击敌人、投江的激烈战斗场面。上世
纪50年代，中国画处在变革阶段，徐悲鸿先生
倡导引进西方写实绘画与中国传统笔墨进行
有机结合。王盛烈《八女投江》在中国画人物
绘画的语言上成功进行了突破。中国传统人
物画往往缺少立体感和塑造性，此幅绘画人物
形象却像雕塑一般，产生纪念碑样的艺术感染
力，是因为运用了雕塑一样的艺术语言，把八
女投江的大无畏精神深刻表达出来。”

《八女投江》是战争题材作品，却洋溢着中
国画的意境之美，人物形象塑造得生动感人。
这种画法在上世纪50年代尚未出现。英雄人
物没有塑造成表层的高大上，而是注入人文特
质，呈现真实、鲜明，生命感和共鸣性，打动的
是观者的心灵。

美术评论家邵大箴认为，王盛烈《八女投
江》的高度是将西方写实素描造型引入画面，
恢复了中国人物画中“形”应有的作用，使英
雄人物具有一种质朴真实的人性之美。同

时，将传统美学观念和传统笔墨修养相融合，
作品具有民族审美，投射出一股雄健的力
量。而且，王盛烈注重让大众能看懂，且不媚
俗，努力注意绘画的情趣和格调。笔墨简练，
削弱情节的作用，加强形象本身的表现力，即
人的精神品格的呈现。

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对王盛烈作品呈现人
文之美，进行了这样的评价：“对艺术无限忠
诚，对社会自觉肩负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人民
爱得深沉，这使他的作品真挚感人。”

让大众看得懂又不媚俗

《八女投江》右部三角构图，左一为冷云

《八女投江》中国画 王盛烈 1957年

《八女投江》素描稿三

《八女投江》素描稿五

《八女投江》用中国传统的江水画法《层波叠浪图》中江水的画法被后世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