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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加“ 不 忘 初 心 牢 记 使
命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型美术创作工程”（以下简
称“美术工程”）的作品属于重大历
史题材的创作。重大历史题材与
一般历史题材的区别，不仅在于历
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重要性，更在
于主题体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视觉史诗的构建。综观“美术
工程”中的入选作品，恢宏壮观的
场景、细致入微的刻画，国画、油
画、雕塑，不同的艺术语言，呈现的
却是相同的壮美诗情。《东北抗日
联军》《决胜淮海》《解放战争的第
二条战线》《勇攀珠峰》《致富路上》

《为了和平》《致敬最美逆行者》等
我省入选作品展现出艺术家对历
史进行艺术提炼的中国气象，把文
化的自觉性融入作品的诠释中，使
信念之美、技法之美、诗意之雄浑
有机结合。

解析“以史为鉴”的内涵。“以
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华民族是
一个重视历史的民族，不但看重历
史传承的连续性，而且认为历史是
一面镜子。美术作品尤以生动形
象的画面解析“以史为鉴”。唐代
绘画理论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
记》中言：“以忠以孝，尽在于云台；
有烈有勋，皆登于麟阁。见善足以
戒恶，见恶足以思贤。留乎形容，式
昭盛德之事；具其成败，以传既往之
踪。”“观画者……见篡臣贼嗣，莫不
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
臣死难，莫不抗节……是知存乎鉴
戒者图画也。”言明了历史绘画成教
化，助人伦的作用，以及蕴含的中国
传统文化观念。在如今的信息科
技时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自我标志，
更加离不开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
和文化的独特符号，美术是向世界
展现文化自觉的一种媒介，重大历
史题材创作工程更是中华文化的
系统呈现，内涵深刻。

纠正当代美术创作的某种偏
颇。随着反传统、反宏大叙事、着重
关注个人生存的美术思潮出现，美
术的当代性被曲解，缺乏文化自觉、
自信的美术家陷入盲目，随波逐
流。这样的美术创作者不可能具
备驾驭宏大历史场面、塑造崇高典
型人物与事件的能力。“美术工程”
对于美术家而言，是一个深度了解、
认识党的历史，传递向善向上的价
值观，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
的自我洗礼、升华的思想过程，并通
过作品凝聚更广泛的大众，学史明
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
行。著名画家张祖英说：“中国历史
画成功的关键是艺术家从史实研
究和实地调研中获得精神感染和
文化提升，将全身心投入创作成为
自身的精神需求，把创作优秀作品
作为自己的艺术理想。”

以艺术之美
体现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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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传统创作思维
晏阳曾是全景画《淮海战役》的主创之一，

对这段历史非常了解。参加“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型美术
创作工程”，晏阳选的题材仍然是淮海战役。再
次创作，首先要突破原有创作思维。他说：“这
种突破在于认识深度的开掘。如此重大的题

材，艺术创作的灵感绝不可能偶然邂逅于题材
浅层，也不会幸运地显现于所谓‘视觉样式’的
变幻之中。作品的整体感觉是对整个历史事件
深层次把握的结果，是理解后的感觉、感觉中蕴
含的理解。当我不断投入史料阅读和研究，一
组熟悉的数字忽然触动了我——各解放区共出

动了民工542万人，其中随军民工22万人，二线
转运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0万人，大小
车辆 88万余辆，向前线运送 1460多万斤弹药、
9.6亿斤粮食及其他大量军需物资，向后方转送
了11万名伤病员。我决定从群众支前这一视角
表现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大决战。”

动笔之前，晏阳想得最多的是如何把这幅
画画“大”。大战场，大视野，画面的整体构建、
具体的形式要素都须努力营造大规模战役的氛
围。对于一个没有直接表现战斗的群众支前场
景，这一点更为重要。要使观者透过画面感受
到前线战场的恢宏和震撼，感受到战斗的紧张
和激烈，感受到人民解放军和全中国广大人民
群众必胜的信心。

画面中，观众可以看到：初冬，一场雪覆盖
了历经鏖战的焦土，战火烘烤过的天空浑浊而
沉郁。远眺天际，硝烟弥漫里战事正酣。支前
队伍踏雪前行。马车、牛车、人力小车载满弹
药、粮食、被服等支前物资；男女老少，身背肩

扛，浩浩荡荡的队伍开赴前方；稍远，高坡处，大
批解放军的炮车急速奔赴战场，一队队急行军
的战士快速运动，穿插其中……

晏阳把视平线抬得很高，大面积的雪地背
景下，物像沉着而凝重，外形剪影成为最先被感
知的视觉内容，这些团块是结构画面的决定性
因素。大战场，画面形式构建大开大合，并力求
单纯。人物队伍运动的线条在重复中一次次加
强，进而形成明确的大趋向，每一次加强都有所
变化，力求造成视觉节奏上的丰富。作者在努
力寻找一种交响乐般的形式构建，秩序和张力、
雄浑与壮阔的交融。

晏阳解读：“一个视野开阔的画面，视点高

度的设定、地平线位置的确立都是决定第一感
受最为重要的因素。近6米长的地平线完全裸
露出来会显得乏味，于是在画面的右侧，我设计
了一个坡地，将其大部分遮挡，一队军车正向前
方战场开进，早晨的阳光把车体涂装成一排亮
点，和亮色的雪地共同构成画面最明亮的部分，
同时又把稍近处的车队烘托成暗色剪影，视觉
上有了变化。视野开阔的战争场景、远景、长队
伍，战争规模借此可以充分展现。右上角很少
的一部分受光之外，我把画面的绝大部分设计
在阴影里，使人物与背景的关系简化，形式要素
单纯。雪地上，人物、车马色彩凝重，进而使整
个画面的基调厚重沉稳。”

画面上多数人物都是背向观众，这成为这
幅油画的一大特色。诸多背影的姿势、状态、装
束等成了塑造与刻画的重心。晏阳认真设计每
一个人物，设想好他们的性别、年龄、身份。“画
面上仅有的几个面向观众或侧脸的人物，刻画
起来反倒轻松。几十年来，我画过很多大规模
战争题材的作品，对于人物众多的场景，无论是
构图安排还是塑造与刻画，我都习惯于首重取
势，以人物的组合、运动构成大的态势，再依据
大的态势调整个别的和具体的人物动态。具体
人物形象的刻画塑造，我也往往是开始工作前
或放下画笔后翻看手头的图片文献资料，或在
心里做设计和揣摩。画画，我习惯于不使用照
片，除非具体的历史人物。这幅《决胜淮海》，整
个创作过程都没用照片，包括中、近景的几十个
人物。”晏阳说。

用背影
塑造众多人物

在谈到题材和主题时，晏阳说：“题材，在更多
情况下是事件，对于今天的创作者来讲，是史料的
阅读、研究与整合，是客观的。主题则是作者的思
想，是作品的精神内核，是拂去时间的尘埃而去努
力接近的那个‘真实’——对事件的了解、认知和
解读。是作者情感、思想和精神的诉求，是画家研
读历史的结果，图解历史不是艺术创作。”

以具体可视的艺术形象重现历史场景、用
艺术的手段将某一特定事件做清晰的表述，是
大型美术创作最基本的任务，也是其最一般、最
普遍的特征。《决胜淮海》将历史的真实与诗意
的壮美有机结合，进行高度艺术提炼。

晏阳认为，重大题材作品自身的艺术特性
决定了其创作工作的特殊性，同时也决定了对
创作者综合素养的基本要求——扎实的写实基
本功，较为全面的绘画能力，真诚的艺术态度，
崇高的艺术理想，严谨的工作作风，坚定的精神
信念、对历史负责、对艺术负责、对广大观众负
责的社会责任感。

对历史高度提炼

《决胜淮海》油画 晏阳 晏早

画中仅有的几个面向观众的人物形象

晏阳在创作中

抬高视平线，以大面积的雪地为背景，突出大队伍、大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