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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画创作是一项无比艰苦
的工作。攻坚克难、团结、奋战、
奉献，缺一不可。全景画家们把
这份长期艰巨的创作称为一项孕
育生命的工程，新作品诞生时，一
切付出都值得。这苦并快乐着的
精神是艺术家为历史造像，为鲁
艺精神注入时代诠释。

全景画创作要将每一个历史
事件的全过程和每一个重要细节，
以“挖地三尺”之功，再现于人们眼
前。几年如一日的实地创作没有
休息日，冰点的画室、40度的画室
都不能停笔，画家手上因常年用大
刷子绘画，起着一层层老茧。而全
景画既不能画成连环画，也不能画
成大型风俗画，其艺术水准要求很
高，创新无处不在。全景画创作队
伍要有艺术上的高超造诣，要有开
拓与合作精神，要有解决一系列高
难技术问题的科学精神，堪称与绘
画共融的英雄集体。新壁画运动
开拓者、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侯一
民曾说，全景画创作队伍是一个杰
出的艺术家集体，是一支在祖国精
神文明建设中奇迹般创造了一个
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特种部队。

已故著名画家李福来是全景
画创作的领军者之一，他的创作笔
记达数十万字，其中既有如历史学
家般缜密的思考，又有如诗人般浪
漫的遐想，工程师般严格的程序，

“管家婆”般周密的计算，同时他又
和大家一样，是天天赤膊上阵的

“苦力”。当时，他患有腿疾，每天
工作时，都需要拄着拐杖。

全景画作为大型综合性的公
共艺术，在国际上有着重要而广
泛的影响，许多耳熟能详的全景
画作品在国际上有着很高的声
誉。例如法国的《莫斯科战役》、
美国的《亚特兰大战役》、比利时
的《滑铁卢战役》、俄国的《博罗季
诺战役》等，这些作品以恢宏的气
势和逼真的刻画，感染和震撼了
一批批前来参观的各国观众。我
国全景画创作的异军突起引起世
界瞩目，全景画成为描绘中华民
族波澜壮阔战争史的最佳载体。

中 国 全 景 画 艺 术 起 始 于
1986 年，由鲁迅美术学院独立组
织创作完成了以解放战争为题材
的全景画《攻克锦州》，从此打开
了中国全景画艺术创作之路。尤
其是《淮海战役》荣获第十一届全
国美展金奖。鲁迅美术学院党委
书记王慎十说，继承和弘扬鲁艺
传统，以集体精神和深厚的艺术
表现功力，成就了这些热血与烈
火交织而成的革命战争和历史战
争画卷。这些作品中所传达出的
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国际
主义精神，将长久地激励着千千
万万的中华儿女。

全景画创作的这份苦与乐是
一种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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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掌握史实进行高度艺术提炼
阅读所能见到的所有文献、史料，亲临当年

的战场反复深入走访、考察、体悟、提炼，这是
《淮海战役》创作组组长李福来的工作方法。如
果说，了解基本史实并逐步深入全面地洞悉事
件内容是“入乎其内”的艰难过程，那么，站在民
族、时代、历史和人性的高度来定义这场战争，
用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驱动画笔，则是摆脱积
习、摒弃套路、突破既有艺术概念和模式的创作
境界。唯其如此，那些交织的线条、斑斓的色彩
才能真正获得不朽的艺术生命。

在 152.6米长、360度闭合的画布上要表现
淮海战役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战争态势，就必
须从虚拟视点上的视觉感受布局，包括地理坐
标、自然方位、视觉高度等。全景画《淮海战役》
集中表现双堆集歼灭战、陈官庄围困战和民兵
群众支前的情景，场面宏大，气势壮观，情节复
杂，战斗激烈：既展示了淮海战场的汽车阵——
子弹密集、杀声震天，又体现了陈官庄围困战的
戏剧性——敌机空投的物资竟落到解放军阵
地，再从成建制的俘虏到无边际的支前队伍，这
些细节充分再现了当时淮海战场的情形，也体
现了全景画凝固的视觉造型艺术的自身规律。

古都徐州，凤凰山麓，葱郁的园林中，淮海
战役纪念塔静静地接受着人们的瞻仰，倾听着
人们的低语。纪念馆里，那幅凝结着画家们 3
年心血的 2800 平方米巨大油画，正用具体、可
视的语言向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讲述着生死

大决战——淮海战役，讲述着永垂史册的真实
故事。

《淮海战役》创作于2005年至2007年，由鲁
迅美术学院李福来、晏阳、李武、曹庆棠、韦尔
申、周福先、付巍巍，李献吾、孙兵、刘希倬共同

创制完成。画幅长 152.6米，高 20.5米，堪称表
现中国战争历史的鸿篇巨制，并成为绘画史上
的一座丰碑。作品荣获第十一届全国美展金
奖、首届中国美术奖创作奖金奖、第二届全国壁
画大展大奖。

作品主创之一、画家晏阳回忆道，用写实绘
画的艺术语言再现人类战争史上这场波澜壮
阔、规模空前的战役，任务十分艰巨。全景画，
无论尺幅、内容含量以及视觉冲击和心理震撼
等都是其他任何形式的绘画所无法相比的，但
其本质依然是绘画。表现典型时间、典型环境、
典型人物是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对于《淮海
战役》全景画，画家们心中的理想是：立起一座
丰碑，书写一首荡气回肠的史诗，奏响一曲雄浑
的交响乐章。

经过一年艰巨甚至枯燥，但缜密严谨的案
头工作，2005 年年底，全景画《淮海战役》的素
描方案通过了专家论证审查而最终定稿。

通观全画，淮海大地，一场大雪刚刚落下，
铅灰色的云障还未消散，天边的一线朝霞把地
平线染成暖色。一队队支前的民工队伍从明亮
的光线中向观众方向走来。马车、独轮车、担架
队……浩浩荡荡，接续成望不到尽头的长阵。
这行进的长阵时而与解放军开赴前线的车队并
行，时而在田间坎坷的小路上迂回穿插……这
推动中国历史车轮的浩大队伍从地平线走来，
前移，汇集，车轮滚滚，摧枯拉朽。

远方，地平线消失处，碾庄战斗的枪炮声刚
刚平息，余烟在灰蒙蒙的天空缓缓升腾、飘散。
眼前，双堆集的炮声又隆隆响起。尖谷堆，这个
仅十余米高的土丘，在殊死的博弈中成为双方
不惜代价争夺的制高点。爆炸声震耳欲聋，硝
烟遮天蔽日，相距仅一公里的谷堆，拼死一搏
的国民党军，决绝地将所有军车并置排列，培
土垒壕，筑成汽车阵，轻重机枪密集摆开决一

死战的架势。解放军中野和华野集中 9 个纵
队，发起总攻，炮火压制，骑兵先导，大部队迅
猛出击。白热化的战斗场景将画面推向第一
个视觉高潮。

中心战场外围，枪炮声此起彼伏，连绵不
断。整个战役的态势按照解放军的战前部署，

一步步向胜利的方向推进。
茫茫雪原上，散落着一堆堆国民党军的坦

克、汽车残骸，弥漫升腾的一缕缕黑烟似乎已预
示着战争的必然结局。一队队敌军战俘如长蛇
般在旷野上缓缓移动，为刚刚结束的大小局部
战斗写下凝重的结束语。

达成全景画艺术效果的手段是综合的。除
了绘画艺术的把握和突破外，茫茫雪原延伸到
地面的塑型部分，为创作组在材料、技术上提供
新的探索。地面塑型，一方面在超视野的广大

空间上接续着画面的构建，另一方面，又以不同
的语言方式铺陈着故事的质感。雪，在作品中
围绕观众周遭达2800平方米的画面，宏观地营
造出整体上的环境氛围，置身其中，寒意袭人，

让主体事件从假定空间转换到真实空间，是实
施全景画地面塑型工程的基本艺术主张。在

《淮海战役》这件作品里，这一基本主张又为整
件作品带来了全新的视觉效果，产生了强烈的
艺术感染力。

天幕上，国民党军空投的白色降落伞摇
曳飘落，近前，一片巨大的伞布挂在了枯树
上，缕缕伞绳连接着一个军绿色木箱，箱体
破裂，一堆美制军用罐头滚落四处。在观者
触手可及的距离上，雪地里俨然可见箱子里
散落出的东西，将观者视线移至中景，被我
军围困在冰天雪地里二十余日，已趋山穷水
尽的国民党军战地总指挥部所在地——陈
官庄。

陈官庄此时成为国民党军挽救全线溃败的
最后堡垒。陈官庄战斗作为整件作品的核心场
景，创作上给予了较大篇幅，赋予了最为浓重的
笔墨。一架国民党军飞机残骸横卧田野，俯冲
投弹、低空投伞的战机还在肆虐，灰色的天幕上
点点白色降落伞飘忽下降。解放军战士冒着敌
机密集的轰炸，越堑壕，跨浮桥，向陈官庄核心
区域挺进。

硝烟蔽日，横亘原野的高地上解放军大部
队的千军万马，正面杀来，像一线江潮汹涌激
荡，滚滚而下，势不可挡……

本版图片为全景画《淮海战役》的局部细节

综合多种艺术手段带来全新视觉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