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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重大历史题材美术
创作，在国民精神塑造中起着特殊
而重要的作用。在图像中构建起
来的视觉史诗，不仅生动、易读、易
懂，更能让今人与后人从中汲取不
断奋进的精神力量。

那么如何做好重大历史题材
创作，如何将重大史实转化为美术
史诗，创作出史诗级的作品？技
法、情感、信仰缺一不可。作为创
作主体的画家，想驾驭重大历史题
材，学史、懂史只是基础，对所绘题
材与内容的信仰认同度、感情共鸣
度，以及表达思想感情的绘画造诣
度，是重要的三环。

为什么有些历史题材主题创
作让人感觉大而空？归根结底是
精神的缺失。精神信仰是重大历
史题材美术创作的重中之重。画
家与绘画内容之间构建起共情、共
性，才能赋予画面灵性与生命力，才
能成为精神凝聚的发光体。有句
话说得好，感动了自己，才能感动大
众，也才能美育社会。油画《红军不
怕远征难》，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
等作品之所以是经典，因为画家为
了创作不止一次重走长征路，一路
留下数百张写生、素描、速写作品。
雕塑家洪涛在创作《长征向北》时历
时6年打磨，数次来到长征所经地，
展开心灵的时空对话，经受精神洗
礼。这次建党百年美术创作工程
的很多画家也是深入当年历史现
场、驻扎体验生活，才使作品内在精
神丰满深刻。

有了信仰，自然就会倾注情
感，有些画家在创作抗联题材、三
大战役题材时，经常泪流满面，夜
不能寐，完全将自身与所绘对象融
为一体，被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所震
撼、激励。

技法层面有两个问题需重
视。一是在传统写实主义表现上，
技术的要求度是非常高的。人物
造型来不得半点含糊，这半点含糊
绝不仅仅是态度问题，而是技法能
否承载创作。另一个问题是，现代
社会处于日新月异的信息科技时
代，必然带给美术创作挑战，声光
电、多媒体的应用，新材料、新形
态、新方法层出不穷，美术家们如
果对此一无所知，甚至排斥，固守
陈规，也会导致与时代脱节。

有了信仰、情感与技法锤炼，
如何呈现艺术的真实，考验画家的
综合素养。历史画是以图像再构
历史的艺术创作，既是“科学的”历
史呈现，又是“诗学的”历史叙事。
艺术家通过文献取舍、人物塑造、
空间结构、历史感营建等艺术手
法，超越历史文本与历史事件的编
年性记述，表达对历史事件的整体
性审美观照及哲理阐释，使得历史
画在科学实证的基础上，建构出历
史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即当代对历
史的认识，对思想主题的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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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勇攀珠峰》

三角构图与“无高不可攀”寓意完美结合

1975年 5月 27日下午 2时 30分，中国登山
队女队员潘多和8名男队员从北坡登上珠穆朗
玛峰，这是我国第二次登上珠穆朗玛峰，并首创
女子从北坡登上世界最高峰的纪录。鲜艳的五
星红旗飘扬在地球之巅，中国人民“无高不可
攀，无坚不可摧”的英雄气概震撼世界。此次珠
峰登顶成功，不仅改写了世界登山史，而且充分
体现了我国在体育事业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油画《勇攀珠峰》真实再现这一英雄壮举。

这幅油画由鲁美绘画学院副院长张志坚主
创，刘海洋、张剑、李陶然合作完成。他们的创
作体会是，对所表现主题的把握要建立在当下
文化艺术语境下，呈现当代阐释与塑造。基于
此，画家们决定重拾传统绘画场景再造的方式，
以 9 位登山队员成功站在峰顶，展开五星红旗
这一确定的时空基点进行画面场景设定与艺术
创造。这个瞬间最具典型性，浓缩了登顶背后
所经历的一切攻坚克难。而且从绘画本身的角
度看，可以充分体现情节的审美表达。

在真实环境中，珠峰峰顶并不是一个点，而
是一个 20 多平方米的平面。画家将珠峰峰顶
环境进行了合理的艺术想象与虚构。通过几何
化处理，提取出更具山峰典型性特征的等边三
角形，此三角形与画幅边际的长方形构成画面
极其稳定和简洁的总体构图，以金字塔式最大
化突出主题的丰碑感与史诗性。各具形象和动
势特征的9位登山队员与山体形成对立统一的
透叠关系。同时，利用天空和地面白雪的平面
色块突出了五星红旗，利用投影形成的色块，进
行了错落有致地穿插组合，增强画面横向张
力。画面的制高点是红色觇标，但无法完全支
撑全局，因此视觉感受的制高点落在最上方振
臂高呼的登山队员身上。这两个制高点将画面
向上拉伸，强化了画面的纵向张力。

一系列的构图安排将观众带入画面，站在三

角形坡度下方，以仰视的视角，仿若身临其境般
见证了登山勇士们的壮举，共同见证重要的历史
性时刻。

《勇攀珠峰》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以独特
的表现方式对登山队9名队员的造型进行了绘
画性创造。登山队副队长潘多是首位从北坡登
上世界最高峰的女性，是登山队的核心人物。
在饱受体力与精神的磨砺之后，潘多骄傲地展
开国旗，与队友共同屹立于珠峰之巅。队员们
有的振臂高呼，有的拖着疲惫的身体坐在雪地
上举起手中的冰镐，有的远眺天际，有的正对着
无线电向大本营传递胜利的捷报。画家们对他
们挺拔坚毅、立如磐石的躯体塑造，表达了攀登
者的斗争精神、为国家荣誉而战的担当精神。

《勇攀珠峰》是典型的再现性绘画，离不开
色彩、笔触及材料肌理等元素的运用。色彩方

面，作者利用高亢醒目的高纯度对比来实现色
彩的象征性，即象征着攀登永无止境，奋斗未
有穷期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当下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伟业中依然熠熠生辉。洗练而有力的
笔触塑造出鲜活的形象、描绘出坚实的轮廓
线、高远的天空等细节。其中潘多的面部皮肤
因高强度紫外线照射呈现出龟裂粗糙的“高原
红”，不仅潘多如此，每位队友脸上都被艰辛与
磨砺刻下荣耀的印记。着力刻画出每一位登
山队员的性格心理以及精神指向，将被表现对
象高度典型化，并与观众产生情感共鸣。

《勇攀珠峰》的绘画性表达是脱胎于历史图
片和影视资料的升华。其中的场景设定、几何
框架、多人物组合乃至情节安排等都是将绘画
本体语言的独特性融入可视形象的艺术再现，
完成了主题的视觉历史叙事。

《勇攀珠峰》草图

2021年6月底，油画家李卓与丁永升创作的
大型油画《为了和平》通过中宣部和中国美协专
家组验收，在新建成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展出，历时两年半的创作画上圆满句号。

《为了和平》表现的是我国派出的海外维和
部队援非场景，体现一支威武之师、正义之师。

《为了和平》是宏大叙事和油画表现语言
上的探索，是在大场景多人物的主题性创作中
植入“我”，构建剧场画面、塑造崇高感的成功
尝试。

在构思初期，李卓想再造一个宏大的视觉
剧场来表现我驻海外维和部队英勇庄严的气
势，在这个再造的剧场中，包括维和部队援建、
演习、抢救难民、牺牲的维和部队战士等戏剧性
情节和细节性描写。如何在有限的平面空间内
有效安排多人物组合的戏剧关系、再造空间纵
深实现叙事内容的最大化，以及通过画面的构
图、明暗、节奏等形式语言进行主从排列连接，
实现剧场画面的和谐与畅达，并通过剧场的处
理方式来让观者“在场”与画面“互动”，是这幅

作品的核心创作构思。
当主框架结构确立后，随之而来的是视觉

表现上的考量，画家通过中国维和战士与非洲
人民等 68 个人物来表现维和、援建非洲的场
景，力求以宏大的舞台剧场形式展现，这突破了
以往主题性绘画瞬间性与纪实性的传统画面构
图形式。

画面前端描绘战士们拉拽绳索进行废墟抢
险，这是画面中动势冲突最激烈的地方，展现舞
台戏剧性，也将整个画面的力拉拽出来，观者顺
着绳索的牵引使目光进入剧场画面，形成身临
其境的存在感，由此加强了作品与观者的互动。

在最前面一组人物的左后方，描绘的是维
和部队在非洲开展疾病治疗和局部冲突后的伤
员抢救工作，在亮度安排上整体偏灰，只有小部
分光源照在这里，从战士的状态和动作上体现
紧张与专注。

画面中的每一个人物都被画家精心刻
画。李卓谈到，如何表现画面上的68位人物不
同的性格和心理特征，如何将写实油画的绘画

语言展现得淋漓尽致，是这幅作品的关键所
在。为了更好地展现我军战士英勇坚毅的精
神面貌，他再次来到“先遣渡江英雄连”，与战
士们一同吃住和训练。经过为期一个月的生
活体验，李卓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解析每一
名战士的内在气质，再用自己的情感表达他
们。李卓对每一位战士都非常了解：“崔绍凯
是一名三期老兵和老班长，河南周口人，今年
27 岁。在近 10 年的军旅生涯中锻造了军人风
骨。我将他的形象放在最前面一组，反复打
磨，用笔触的堆积来增强雕塑般的塑造感。郭
鹏威今年 25 岁，河南周口人，担任连队一班班
长，常年的军事训练使他身体多处受伤，我从
他的眼神中体会到军人特有的刚强和坚毅。
19 岁的奇少辉是义务兵第二年，山西人。我
问他如果真的上战场害怕吗？他说好男儿就
应战死沙场。质朴而坚定的回答令我的敬佩
之情油然而生。因此，在他的形象塑造上更多
注重质朴坚毅性格的描写。”鲜活形象的塑造
使作品的视觉叙事更为生动感人。

油画《为了和平》

用剧场形式呈现“大片”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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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攀珠峰》油画 张志坚 刘海洋 张剑 李陶然

《为了和平》油画 李卓 丁永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