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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作品来源于生活、来源于人民
的理念使“深入生活”成为一个高频词
汇，但决不可成为口号。美术家深入生
活不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重点在“扎”，
而且要“深扎”。身心投入、融入其中，是
动真格地扎根。

不久前，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了“艺
术为人民——刘文西艺术大展”，社会反
响强烈。刘文西来自西北，是一生将根
深深扎进黄土地的人民艺术家。他被誉
为拥有最多“观众”的画家，第五套人民
币上的毛泽东画像就是由他所绘。“满腔
真情绘领袖、笔墨丹青为人民、深入生活
求创作”是他艺术人生的写照。他生前
画毛主席到陕北、毛主席与牧羊人……此
外，他还画了大量劳动人民形象，有饱经
沧桑的陕北老农、勤劳俭朴的绥德汉子、
开朗乐观的米脂婆姨、淳朴腼腆的陕北姑
娘、天真无邪的陕北娃娃……他曾用笔记
录一个老乡从5岁到52岁不同人生阶段
的样貌。他用画笔画活了陕甘地区人民，
最为经典的作品《祖孙四代》，表现一家祖
孙四代辛勤耕作后在田间地头休息的瞬
间，浓缩了中国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
业文明转型的历史时代，既是一个普通农
村家庭的具象画，也是一个时代群体的缩
影。画出了一代中国人的精气神，画出了
时代的美学意义。“你要创作吗？到生活
中去；你要激情吗？到人民中去。他们会
告诉你路该怎么走。”“深入生活，不是要
跑很多地方，也不是了解一两个老百姓，
而是长期深扎在一个地方，深入了解当地
民众，于长期积累和不断深耕中了解典
型，这样创作的作品才有生命力。”这是刘
文西的回答。

近日，中国国家画院举办了“岁月的
足迹——赵华胜中国画作品捐赠展”引
起各界关注。赵华胜来自东北，他一生
的大部分时间多在深耕东北抗联题材的
绘画。无数次刻画杨靖宇、赵一曼、赵尚
志等抗日英雄形象，单幅画、组画、连环
画，表现形式丰富，多次荣获国家大奖。
为了刻画东北抗联战士群像，他用几十
年时间重走抗联路，追随革命者的足迹
进行写生、创作。

刘文西经年累月扎根于西北农村、
赵华胜风雨无阻于抗联战场，他们因此
患上腿疾，但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主题
创作。中国美协理论艺委会主任尚辉感
言：“如果说刘文西的作品重点表现陕北
人民和领袖的话，那么赵华胜则是当之
无愧的表现东北人物的代表之一。他所
塑造的抗日英雄形象，以及无数东北民
众的英勇抗战精神，都值得敬仰。”

再比如，油画家宫立龙业界评价其
才华横溢，他的作品令人产生不寻常的
视觉震撼。这份才华不是凭空而出、无
法可依，而是来源于对生活的深扎、深
悟，通过绘画传达精神。为创作北大荒
题材，他来到北大荒，住了下来，细心观
察、深切感受那里的民风、民情、社会面
貌。生发出独特的艺术灵感，创造了别
具一格的艺术语言，以象征的手法把乡
村人物的喜怒哀乐深刻呈现，直抵人性
本质，多次在国家美展中获奖。这些艺
术家沉下身心真诚创作的故事，都指向
我们最初的观点——深入生活要在“深
扎”上动真格。

深入生活
重在“深扎”

凌 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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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博物馆承办的“人民的形象——中国
美术馆藏美术作品展”开展以来，因作品的经典性
广受业内关注，并因此受到大众欢迎而延展。此
次展览精选75件（组）中国美术馆收藏的美术精

品，并特别遴选出多件辽宁籍艺术家或在辽宁工作生活的艺
术家作品，以人民的形象为切入点，展现生活与艺术的有机
相融。本期解读6幅作品。

《春满人间》由著名画家刘吉厚创作
于1989年，荣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金奖。

《春满人间》的画面和其名字一样，
洋溢着喜庆的气息，表现的是中华民族
最为隆重的节日——春节。整幅画面
饱满充盈，不留空白。画面正中，一位
身着80年代流行服装的年轻妈妈，搂着

一个穿着新衣的儿童，两边则是传统年
画中的传统形象——荷花、金鱼以及云
龙、鲜花、簇拥的人群，寓意年年吉庆、
殷实丰足。《春满人间》采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和喜闻乐见的形式，色彩鲜明热
烈，传递给大众朴素平实的美感，表现
了改革开放后人民的幸福生活。

年画《春满人间》
表现改革开放后人民的幸福生活

致敬经典·人民的形象——中国美术馆藏精品展

以鲜活的人物塑造展现时代风貌
本报记者 凌 鹤

《城里捎来的银色口红》由著名油
画家、鲁迅美术学院教授宫立龙创作
于1998年。

画中的主人公是一位正在涂口红
的年轻东北乡村女子，粗垂的辫子、硕
壮的肩颈和臂膀、圆润的腰身和脸庞，
带给人接地气的朴实稚拙之美。宫立
龙在强化造型体量感的同时，简化了细
节勾勒，通过动作和神态来表现情绪的

张力，呈现粗犷夯实、憨中带妙的意趣。
为了更深入生活，宫立龙曾到北

大荒采风，产生艺术灵感。在创作中，
他融合了不同时期、不同的东西方造
型艺术特点，以特有的艺术表现方式
把握新一代农村、农民审美观念的演
变，以及受城市文化影响后的回应，折
射出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当代
中国乡村不可逆转的文明变迁。

油画《城里捎来的银色口红》
表现乡村的文明变迁

《通道》由著名油画家、鲁迅美术
学院教授刘仁杰创作于2004年，荣获
第十届全国美展银奖。

《通道》在描绘人物客体形象的同
时，以一种凝望、体察、谛视与想象的
主体姿态，描绘、营造客体所处的环
境，并将画家的生命体验投射或内嵌
于人物形象之中，进行独立的价值判

断。刘仁杰对画面主体人物的平面化
处理、背景的抽象强调，颜色运用的对
比反差，产生了强烈的视觉效果，表达
了社会转型期人们充满矛盾、寻求突
破的心理状态。作者用文学性、象征
性和观念性的表达方式，诗意化地传
达出内心的律动，被称为“心理写实油
画”的代表作。

油画《通道》
表达社会转型期的内心思考

《三江口》由著名国画家秦焕爽创
作于 2014 年。第十二届全国美展获
奖作品。

画面描绘的是农田上男人劳动后
休息的场景。作品构图为竖幅，画法

有水有墨，见工见笔。整体画作色彩
柔和、笔触细腻，以轻松和谐的氛围，
展现乡村生活的美好。对三江口这片
土地和人民的描绘，饱含着作者对故
乡的深沉热爱。

国画《三江口》
描绘对故土的深沉热爱

《雷锋和少先队员》由著名雕塑家、
鲁迅美术学院教授洪涛创作于 2002
年，荣获全国城市雕塑优秀作品奖。

雷锋是家喻户晓的楷模，他的高

尚品质是无数人学习的好榜样。几十
年来，有关雷锋的美术创作层出不穷，
这些作品不仅歌颂了雷锋精神的伟
大，也将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形象深深印入到每个人的心中。《雷
锋和少先队员》是洪涛为抚顺雷锋
纪念馆创作的雕塑作品小稿。这件

作品以横向展开的构图表现
了雷锋与一群少先队员手
拉手阔步前行的形象，通
过雷锋带领少先队员们在

放学路上欢歌笑语的动
人情景，鲜活直观地呈

现出雷锋的青春朝
气，更展现出他爱
党、爱人民的高尚
情怀。

雕塑《雷锋和少先队员》
刻画雷锋爱党爱人民的高尚情怀

著名雕塑家、鲁迅美术学院教授
鲍海宁2016年创作《女大学生像》。

《女大学生像》以恬静而平和的女
学生形象为表现主题，采用写实与写
意相结合的手法来进行塑造，力求传
达出新时期青年积极向上、努力进取
的精神状态。

鲍海宁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

中国新一代雕塑家，在时代精神的感召
影响下，在掌握扎实写实功力的基础
上，逐渐走出了现实主义的表现路径，
不仅强调对多元艺术观念和语言的吸
收与运用，同时也尤其重视对雕塑本体
的探究和思考。更为难得的是，他积极
地介入历史的发展，为时代造像，在作
品中呈现出非常鲜活的创造力。

雕塑《女大学生像》
展现新时期青年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三江口》秦焕爽 国画《通道》刘仁杰 油画

《雷锋和少先队员》洪涛 雕塑

《女大学生像》鲍海宁 雕塑

《城里捎来的银色口红》宫立龙 油画

《春满人间》刘吉厚 年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