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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油画创作是当代中国油画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鲁迅美术学院为主要学术依托，辽宁
的美术院校、美协、画院集聚代际相继的艺术家，创作了大量油画佳作，为美术界瞩目。尤其在历
史题材主题创作中，辽宁美术家优势突出，有着扎实的基本功与深厚的文化积淀，呈现出风格鲜
明、语言独特、视角新颖的地域特色，留下了一批精品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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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今声：(1912年-1993年)，油画家、美
术教育家。1956 年任东北美术专科学校

（后改为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1954
年，油画《攀登在祖国山岭上》入选第一届
全国美展。1958年，油画《中朝会师》入藏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乌叔养：(1903年-1966年)，油画家、美
术教育家。1956年任教于鲁迅美术学院。
多部作品被中国美术馆等收藏，培养了大
批美术人才。

任梦璋：1934 年 8 月生，油画家、美术
教育家。曾任鲁迅美术学院副院长、辽宁
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其作品数次荣
获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金奖等奖项。数十幅
画作被中国美术馆等机构收藏。

宋惠民：1937年生，油画家、美术教育
家。1962 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并留校
任教。现任鲁迅美术学院名誉院长、终身
荣誉教授，辽宁省美协名誉主席。多部作
品荣获全国美展大奖，多件作品入藏中国
美术馆等文博机构。带领鲁美团队开中国
全景画先河，多次荣获全国大奖。

韦尔申：1956年10月生，油画家、美术
教育家。1982 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并留
校任教。曾任鲁迅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
术家协会副主席。1989年，《吉祥蒙古》获
第七届全国美展金奖；1994 年，《守望者》
获第八届全国美展油画艺术奖；1996 年，
获首届中国油画学会展大奖；《我的冬天》

《吉祥蒙古》等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李福来：（1938 年-2016 年），油画家、

美术教育家。1962 年毕业于鲁美并留校
任教，曾任鲁迅美术学院副院长、辽宁省美
协副主席。1995 年至 1997 年主持合作创
作的《莱芜战役》全景画，获全国第一届壁
画展佳作奖，后带领鲁美团队创作的《赤壁
之战》等多次荣获全国大奖。

新中国成立后，东北油画教育发端于
东北美术专科学校，即后来的鲁迅美术学
院。几十年间，鲁美逐渐形成完备的教学
体系，万今声、许荣初、任梦璋、宋惠民、赵大
钧、韦尔申、宫立龙、王岩、刘仁杰、张志坚、
牟达器等一批有影响力的艺术家担任油画
系教师，教学相长，为辽宁油画发展作出了
历史性贡献。这期间，历史题材主题创作
一直贯穿始终，卓有成就。

任梦璋于1961年、1968年、1997年3
次创作《攻克锦州》历史画，分别入藏中国
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
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东北烈士纪念馆。
任梦璋是新中国第一代油画家、美术教育
家，我国现实主义绘画和艺术实践的开拓
者。他较早提出用主题性绘画记录历史、
反映时代精神。任梦璋与师生合作完成
的《平型关大捷》《攻克锦州》《清川江畔围
歼战》等巨型主题历史画成为中国美术史
册中的经典。

1970年，许荣初、赵大钧、袁耀锷创作
完成油画作品《毛主席和白求恩大夫》，作
品被白求恩纪念馆收藏。赵大钧回忆：在
创作过程中，他们到太行山循着白求恩的
足迹，感受当时艰苦卓绝的环境，自身的思
想得到了升华。这是一幅现实主义题材的
油画作品，通过“黄金分割律”构图方式，画
面中心突出，人物神态刻画细致入微。这
幅经典作品，深受各界好评。

1977 年，许宝中、李泽浩创作的《三
湾改编》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
藏；祝福新、周玉玮创作的展现雷锋精
神的作品《队日》入选全国美展和庆祝
建军五十周年美展；孙文超创作的《亲切
地关怀——毛主席接见科学家钱学森、
李四光》入选全国美展。1984 年，从第六
届全国美展以及 1987年首届中国油画艺
术作品展起，鲁美油画家持续荣获各大奖
项，被业界誉为“鲁美现象”——宋惠民的
油画作品《曹雪芹》《残雪·早春》、韦尔申

的油画作品《我的冬天》《吉祥蒙古》《守望
者》、王岩的油画作品《春风吹来的时候》

《禽殇》，薛雁群的油画作品《老师》，刘仁
杰的油画作品《风》《夏》《绿地》《通道》，胡
建成的油画作品《梦》，宫立龙的油画作品

《下大地》《春秀》，张志坚的油画作品《单
簧管》等获奖力作受到广泛好评。1994
年，鲁美油画系成立新古典、新写实、新表
现3个工作室。2001年，成立第四个工作
室，即大型艺术创作工作室，以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方式，吸纳融会多种艺术表现
形式，探索拓展油画的新发展。

2010年以来，辽宁油画创作在承担国
家重大题材主题创作中表现突出，产生了
新一代油画家群体，以新的审美与艺术表
现形式记录、反映历史，引起良好的社会
反响。尤其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型美术创作中表现突出，多部油画
巨作被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陈列收藏，
展示了辽宁油画创作的整体实力。

历史题材主题创作贯穿始终
有力践行艺术来源于生活

拥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和鲜明地域文
化特色的辽宁赋予油画家冷峻与深沉的性
格，产生了一批代表性油画家，他们以各自
不同的艺术语言，表达对黑土地以及生活

在这块土地上的劳动人民的热爱。
万今声是东北鲁艺、鲁美教育事业

的奠基者、开拓者之一，曾担任绘画系第
一任主任。他以渊博的学识、诲人不倦
的精神为辽宁培养了大批油画人才。作
为油画学科的带头人，万今声以作品和
学养说话，把学生的训练实践带入生活
中，激发对生活的关注、热爱，培养创作灵
感和才智。

乌叔养在担任鲁美绘画系教师时，强
调速写的重要，启发和引导学生去发现生
活中的美，并要求学生多阅读书籍，多接
触其他艺术形式，以扩大视野、增加修
养。乌叔养描绘普通人，擅长人物的内心
刻画，把尊重与人文关怀注入画面，如《削
马铃薯者》《戴帽农民》《白胡老人》被中国
美术馆收藏。

宋惠民在开拓探索油画民族化、创建
完善中国全景画艺术体系等方面取得了
突出的成就，其作品强调民族艺术因素和
个性特点，逐渐形成兼融中西、写实写意
相结合、在宏大格局中注重抒情的风格面
貌，多次荣获全国美展大奖，是鲁艺精神
生动鲜明的写照。

韦尔申作为20世纪80年代学院派绘
画艺术的典型代表，把中国具象绘画带进
了一种全新的哲理性思考之中，拓宽了中
国具象绘画的内涵与外延。精神性追求

与表达是其绘画的显著特征，并且成为其
创作过程中始终追寻的母题。1989年，韦
尔申的作品《吉祥蒙古》获得第七届全国
美展金奖，是油画类唯一一项金奖，在国
内引起强烈反响。从《吉祥蒙古》开始，其
创作的系列作品，主旨均在探寻和传达古
朴苍劲的民族精神底蕴。

《钢水·汗水》由油画家广廷渤创作于
1981 年。作品描绘社会主义建设中炼钢
工人精神面貌的变化，成为美术史上的经
典，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入选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60周年美术作品展。

广廷渤当年经常去鞍钢体验生活，艺
术感受丰富，因此他的这幅作品细节真
实、极为感人。美术界评价该画匠心独
运，为超级写实主义表现手法注入炽热的
情感，实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一次飞跃。

画家吴云华、刘仁杰、宫立龙都是
在中国当代油画领域独树一帜的画家，
屡获全国美展大奖。他们的系列作品在
表达时代赋予人的心灵变化和精神追求
上，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引发深入的
思考。

鲁迅美术学院院长李象群认为，鲁美
三代油画家拥有共同的艺术信念与志向，
在油画艺术领域深入地研究和思考，面对
丰厚的历史文化和波澜壮阔的当下社会
生活，持续作出了有力的艺术表达。

讴歌黑土地与劳动者
以鲜活创作对当下生活作出有力表达

鲁美继承发扬鲁艺精神，结合数字媒
体艺术，开创出全景画艺术形式展现历
史，填补了国内空白，使我国成为目前全
景画最多的国家。

全景画作为大型综合性公共艺术，以
油画为主体，其画面由不同时空和众多情
节、场景组成。画面覆盖展览大厅的整个
内墙面，观众可环顾四周欣赏。全景画不
仅充分展现了绘画的生动性，而且运用地
面塑形道具，配以音响、灯光、投影、解说
等艺术手段，消除了观众与历史之间的时
空距离感，使观众身临其境。

《攻克锦州》为我国第一幅全景画，生
动描绘并立体再现了辽沈战役中的关键
一役，由许荣初、宋惠民、高泉、杨克山、王
铁牛、关琦铭、孙浩、李恩源、傅大力 9 位
画家，于 1986 年至 1989 年共同创作完
成。画幅长122.24米、高16.1米，其中，地
面塑形面积 1000平方米。全景画馆这种
建筑形式的创新以及地面塑形的出现亦

是全景画艺术发展中的一次革命，遍布全
国的全景画馆成为大众参观率最高的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

《攻克锦州》打开了中国全景画艺术
创作之路，荣获文化部艺术科技一等奖。
其后，展现抗美援朝战争的《清川江畔围歼
战》全景画，荣获 1995年解放军第三届文
艺奖。同年，《赤壁之战》创作组成立，李福
来与宋惠民、任梦璋等担任主创，开始了长
达5年的攻坚。创作团队数次实地考察，
七易草图，用时3年，现场制作8个月，最终
完成了人类艺术史上工程量浩大的艺术杰
作，荣获全国美展金奖。

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里，凝结着画家们
3年心血的2800平方米的巨型全景油画，
用具体、可视的语言向来自四面八方的游
客讲述中国现代历史上那场惊心动魄的
大战。《淮海战役》全景画创作于 2005 年
至 2007年，由鲁美的李福来、晏阳、李武、
曹庆棠、韦尔申、周福先、付巍巍，李献吾、

孙兵、刘希倬共同创作完成，成为绘画史
上的一幅经典作品，荣获全国美展金奖。

对于全景画这种新艺术形式，全景
画开拓者之一的李福来总结道：“鲁美在
全景画领域的开拓，从初创到成熟，获得
社会肯定取得阶段性成果，经历了整整20
年的艰辛探索，每幅作品都堪称鸿篇巨
制，且大多表现革命战争题材，也兼顾古
代战争和当代风景风情内容。所有作品
都由各革命纪念地、纪念馆、博物馆的特
设展馆收藏展出，并长期对公众开放。鲁
美从未忘却对鲁艺精神的传承，以全景画
这个综合载体，推展普及到大江南北，极
富时代意义。”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壁画学会名
誉会长侯一民认为：“鲁美全景画创作组，
是一支创造了一个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的‘特种部队’。全景画以其巨大的视觉
冲击力，通过画笔把历史凝固于一瞬，是
典型化了的历史，谱写出历史的壮歌。”

开创全景画艺术形式
为当代艺术发展注入新思考

《攻克锦州》全景画创作现场。

《《淮海战役淮海战役》》全景画局部全景画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