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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维克，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
央委员，民革中央画院院长，山东画
院院长。一级教授（二级岗）、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国家艺术基金专家
库高评委、山东省智库专家。他擅长
古典题材及现代中国人物画创作，
多次参加全国大型美展及签约国家
重大美术创作工程项目，创作了一
批令当代画坛瞩目、广受社会各界
好评的传世巨作，其中主要作品有：

《公车上书》《杏坛讲学》《孔子周游
列国图》《心学宗师王阳明》《孙中山
先生在青岛》《孔子与四配》《抗战老
兵》《日本遣唐使》《中国人民解放军
驰援武汉》《沂蒙山下的识字班》等，
是载入当代美术史册的画家。

▲孔维克

编者的话：

主讲人简介：

用画笔触摸历史
——谈以辛亥革命为主题的美术创作

□主讲人：孔维克

今 年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 ，也 是 辛 亥 革 命 爆 发 110 周
年，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
驱孙中山先生诞辰 155 周年。1911
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
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以巨大
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
近代中国社会变革 。当今世界正
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纪念辛
亥革命，回顾 100 多年来中国人民
为 民 族 独 立 、国 家 富 强 、人 民 幸
福 、祖国统一而不懈奋斗的艰辛
历程，追忆和缅怀以孙中山先生
为 代 表 的 革 命 先 驱 们 的 历 史 功
勋，继承他们在近代中国探索奋
斗中留下的精神遗产，从中汲取
奋进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 。以辛亥革命为历史背景的
美术创作，也成为艺术家们所关
注的重点 。孔维克从自身的创作
实践出发，讲述了为革命人物造
像的过程和体会，以及艺术家的
责任与担当。

■

为革命人物造像

为伟大复兴奋斗

■

讲 坛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用画笔触
摸历史，用丹青书写历史，重温辛亥
革命那段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时刻，
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历史、走进那段值
得中国人民回顾和纪念的岁月，使心
灵得到深刻的洗礼，继续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
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
出，1911年，在他领导和影响下，
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取得成功，推翻
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
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由于历史进程和
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虽然没有
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
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
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
历史任务，但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
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闸
门，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
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
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

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提是近代以来
的衰落和曾经的辉煌。中华民族是一
个拥有5000年文明史的可敬民族，
是一个勤劳、勇敢、积极向上的伟大
民族，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古有
汉唐雄风，近有康乾盛世。从古代至
近代鸦片战争前，中国曾多次成为世
界的文化中心、经济中心，曾经是世
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是在近代以来却
彻底衰落了，沦为世界列强任意宰割
的羔羊，巨额割地赔款、签订了
1000多件丧权辱国条约，甚至不少
欧美乃至非洲小国竟也趁势肆意欺
辱、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华民族坠入
万劫不复的深渊，民族存亡危在
旦夕。

自晚清起，一批有志青年即面对
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当时列强的入侵
欺凌，而奔走呼号、奋力抗争、苦苦
求索，力求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
救亡图存之道。从百日维新、戊戌六
君子血祭菜市口，到“洋务运动”甲
午海战沉船折沙，从“辛亥革命”到
军阀混战。中国始终没能找到一个济
世良方、一条正确道路，而人们发现

即便清朝倒了也并没给中国带来好的
转机，国家却乱了，百姓更苦了。中
国从 1840 年睡狮惊醒、睁眼看世
界，到剪辫子、放小脚、说洋文、留
洋学的不断革命，一代代的仁人志士
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直到 1921年，
一批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新青
年”创建了开天辟地、横空出世的中
国共产党，才为风雨如晦的中国找到
了一个民族复兴、人民得救的光明前
途。由此，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
民族的方向和进程，改变了中华民族
和中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改变了世
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近年来，关于这段历史的美术创
作有很多。比如，贺成、贺兰山父子
创作的《共和之光：1912年1月1日
晚 11时》、章仁缘等人创作的油画
《蔡元培与光复会》，冯远等人的水墨
画《武昌起义》，杨松林的油画《开
创共和——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以及宣新明的油画 《黄花岗起义》、
祝明的油画《义士潘达微葬七十二烈
士》、黄河的雕塑《走向共和》等。

2013年，我受“山东省重大历
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之约创作了
《孙中山先生在青岛》。《孙中山先生
在青岛》使用的是一种群像式表现方
法，早在此之前，我于 1989 年和
2009年创作《公车上书》使用的便
是这一创作手法。因此，《孙中山先
生在青岛》与我之前的这些创作在内
容和创作手法上有承接，也有延续。

创作《孙中山先生在青岛》首先
要确定辛亥革命与山东、孙中山先生
与山东有没有什么联系？有着怎样的
联系？经过资料论证、专家探讨，我
了解到孙中山先生曾两次到过山东，
这两次间隔十几天，一来一去，给山
东留下了很多佳话。通过美术作品来
表现孙中山先生在山东的历史瞬间，
让人们了解这段历史，我想也是很有
意义的。于是，在确定“孙中山在山
东”这样一个选题后，我以孙中山先
生在青岛的演讲为切入点，着重表现
他呼吁并身体力行进行实业救国的一
代伟人形象。

为什么以孙中山在青岛演讲这一
瞬间来创作 《孙中山先生在青岛》？
当时孙中山先生已经卸任临时大总统
职务，他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对袁世
凯作了让步。为了“振兴中华”，孙
中山先生提出实业兴国计划，不仅计
划在全国修筑铁路，还要修建三峡大
坝蓄水发电等。在他赴京与袁世凯会
谈之时两次往返假道山东，也便有了
孙中山先生与山东的联系。当时刚发
生了临城大劫案，从上海坐火车去京
要路过山东枣庄滕州一带，路途很不
安全，于是采取了水路，先坐船到山
东，再转火车，这便有了两次在山东
逗留的佳话。他先从上海坐轮船到烟
台，受到著名的爱国侨领张弼士先生
等工商界人士的真诚欢迎和接待。接
着从烟台到济南，转车又到了北京。
从北京会谈归来，在济南稍做停留，
去参观了千佛山和黄河大桥；然后又
从济南到青岛，从青岛坐轮船回上
海。关于这段历史的描述，我曾到山
东省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
老照片、明信片，还到青岛三江会

馆、德华中学遗址作过实地考察，并
访问了一些了解这段历史的专家学
者，相关资料中记载，德国人很尊重
孙中山先生，甚至还打了上面写着

“热烈欢迎孙逸仙博士”字样的横
幅。他先是拜访了德国总督，德国总
督也回访了他；后参观了德国人治理
的港口和城市绿化，并对此大加赞
扬，认为西方先进的东西值得我们学
习。当时他的演讲，应该也包含这方
面内容。

《孙中山先生在青岛》展现的是
孙中山先生的演讲，表现的近景人物
多、人物服装变化多，为追求人物形
象更具体、生动，这就要求笔墨与形
象契合得更加紧密，在细节塑造上注
重用笔的组合、行笔的快慢所带来的
质感变化。如表现人物身份的不同所
用的道具——帽子，有警帽、礼帽、
毡帽等各种各样的帽子，每种帽子还
需各有不同。在构图上力求饱满热
烈，在用墨上注重凝重厚实，在造型
上追求真实拙朴，总体气氛力图营造
出一种凝重大气的感觉。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对
孙中山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学习
和继承他的宝贵精神，团结一切可
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
的因素，为他梦寐以求的振兴中华
而继续奋斗。不管是 《同志仍须努
力·为孙中山先生造像》，还是《孙
中山先生在青岛》，这些以辛亥革命
为背景而创作的作品，一方面传达
我对孙中山先生的崇敬和景仰之
情，另一方面通过作品表现革命先
辈的崇高精神，以响应号召学习和
继承这种崇高精神。

当然，艺术创作不仅仅是创作者
笔墨的锤炼和心境的抒发，还需包含
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和担当。这种责任
与担当不仅体现在艺术家要用手中的
画笔来描绘时代图景、讴歌时代动人
故事、撰写时代动人篇章，创造时代
新的文化风采，还表现在艺术家要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以革
命先辈为榜样，继承他们的遗志，坚
定理想信念，把握正确方向，从历史
中激发信仰，汲取奋进力量。

今年是一个极其特殊又极其重要
的年份，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还是辛亥革命爆发110周年。
自1911年的辛亥革命起，我们这个
有着5000多年文明的古老民族，在
全球风起云涌的资产阶级革命浪潮
中，掀开了新的一页，结束了长达
2000 多年的封建帝制，至今已整
110年。

由于历史的原因，辛亥革命虽然
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体制格局，但
并未建立起一个新的健全的社会和国
家，反而引起了军阀割据、群雄逐
鹿，连年战火遍地、处处民不聊生，
继而外邦入侵、东亚涂炭，中国更是
遭遇了空前劫难……幸有中国共产党
的成立，中国人民有了主心骨，它带
领中国人民找到了新的方向。直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
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这之后的风风雨
雨70多年，如今的新中国已经立于
世界大国、强国之列。在这个重要时
刻，海峡两岸都在纪念辛亥革命110
周年，并缅怀革命的先驱，以及我们
尊敬的孙中山先生。

10年前，我受民革中央委员会
和中国美协联合举办“纪念辛亥革命
100周年全国美展”的邀约，创作了国
画《同志仍须努力·为孙中山先生造
像》。作为一名民革党员，又是一个从
事人物画创作的画家，要创作一幅表
现辛亥革命题材的作品来表达自己的
崇敬心情，我还是下了一番功夫，做了
一些深入思考。在翻阅大量关于辛亥
革命的资料后，我被孙中山先生的人
格魅力所折服，所以便以孙中山先生
的肖像为载体创作了这幅画。虽然已
经过去了10年，但这一创作过程至今
仍历历在目。

2011年 5月，在创作之前，我有
一个机会到台湾去，那也是我第一次
去台湾，我把拜谒台北中山纪念馆作
为重点考察项目。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参观台北中山纪念馆时已近中午，一
进门就看到迎面大厅的正中端坐着一
尊巨大的孙中山先生雕像，周围挤满
了一层又一层为一睹其风采的人，当

时那里正在举办每日定时的“卫兵交
接仪式”，现场能深切感受到人们对孙
中山先生的赤诚爱戴和崇高敬意。

在进入展示孙中山生平的展厅
后，我当时就被一件件文物级的信札、
实物、照片等文献资料震撼了，看到那
些珍贵的物件，顿有人去楼空、物是人
非、沧桑悲壮之感，同时也感到它所承
载着的那份厚重的历史，以及折射出
的那些动人心弦的时代风云变幻。尤
其是见到了一件颇有匠心的文物陈列
后，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并深化了创
作构思——我记得那是在展厅的最后
一个橱窗，里面挂了一个衣服架子，架
子上是孙中山先生生前穿过的上衣和
裤子，虽然躯体不在了，但那套衣服却
象征着开启世纪之门的伟人，依然默
默地注视着现在的我们。在“衣架”的
两边挂着他亲手撰写的一副对联，尽
管破旧不堪、业已被如烟的岁月层层
包浆，但那遒劲而极富内涵的行楷大
字还是留下了他临终前的悲愤、遗憾、
勉励、希望等复杂的情绪，并且一直感
染着今天的人们——那是我小的时候
就听大人们传颂的孙中山先生的名
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这句话虽然早已耳熟能详，但从未像
当时亲眼见到手书时那么激动、视觉
及心灵的冲击力那么深刻。也许是那
时那景之触动，也许是书法本身所透
出的感人力量，抑或有先生“衣冠冢”
似的衣架布置所形成的一种独特气氛
所致，当即我就拍下了一张照片。其
实，在参观之前，我一直对装置艺术持
否定态度，心想从杜尚的“小便器”直
接搬入展厅起，西方的后现代就抛弃
了绘画，开始了以装置艺术作为其艺
术思想的载体，但那些装置艺术品，看
后往往不知所云。然而，自那天看到孙
中山先生的“衣架”后，有了一番顿悟，
如把它搬进现代艺术的展厅，肯定会
是一件感人至深的装置艺术品。受此

“装置”的启发，我便设想，把衣架换成
以水墨肖像来表现白发苍苍的晚年孙
中山先生；他虽已年迈，但双眼依然炯
炯有神，像我们常见照片中所熟悉的
那样，充满了忧患意识和坚定信念。在

肖像的两边，放置上先生的手书对联，
用先生的原笔原迹、风吹雨蚀的样子，
作为画面的一部分来展示，而不是中
堂式地配上真对联，这样能使欣赏此
画的人产生遐想。

从台湾回来后不久，我又应法国
孔子学院的邀请，参加了“中国画名
家十人画展”，到欧洲一些国家进行
交流、考察和采风。所到之处无不感
到我们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文
化等方面与西方诸国已经进行着平等
地对话和交流，作为一个崛起的大
国、强国，处处能感受到获得的应有
的尊重。这使我想起在一则资料上看
到的孙中山先生在1912年写给友人
的一段话，大意是：我们虽然推翻了

中国的封建帝制，创建了共和国，但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成功了，我们
真正的成功是要使我们的国家强盛，
与世界各强国并驾齐驱。我不由心生
感慨，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经过百年
的奋斗，在今天终于与世界强国相比
肩，真的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生前所
愿，先生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着这个贫穷积弱的
国家，一步步地走向了富强，这也应
了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上
及遗训中的高瞻远瞩：“联俄联共、扶
助农工……”，“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
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
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
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

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我们不由不钦
佩孙中山先生的胸怀，他的目光放在
了中华民族奋斗崛起的整体视野上，
并未局限于一党之利。所以先生所称
的“同志”也不局限于国民党党内的同
志，而是指广义的志同道合的一切为
中华民族崛起而努力的人们。于是我
把这段话的意思作为题跋融进了画
中，按照中国画的创作特点，题在了作
品的中上方，这样既丰满了画面，又丰
厚了作品的内涵。

其实，我创作的人物画除以笔墨
情趣见长的古典人物画以外，以前很
多的大型创作以群像、成组人物为
多，作肖像画较少，这幅主题创作对
我来说，在当时是一个新课题。在创
作之前，我曾为“庆祝建党90周年
全国美展”而创作了一幅《齐鲁曙光
——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肖
像》，那算是一次尝试，也是依据王
尽美、邓恩铭这两位中国共产党早期
创始人仅存于世的照片来创作的，形
象相对单一，很难变通，人物的动作
及头部的处理都要迁就照片。而画孙
中山先生就不同了，他存世的照片很
多，问题是如何进行取舍，我便根据
10余张照片的综合，刻画成一张；
可是老照片虽多却很模糊，要丰满地
刻画出许多细节，又是一次挑战；
《齐鲁曙光——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
邓恩铭肖像》画的是两个人，而孙中
山先生画像则是一个人，表现一个人
就需要更集中、更深刻地刻画出人物
特点和内心世界，且是大家特别熟悉
的领袖，难度可想而知。创作完之
后，我感觉基本上达到了形象生动传
神、意境和主题传达突出的效果。

如今10年过去了，再次回顾这幅
主题创作，心中依然感慨万千。当年，
我还自撰了一副对联——“百年共和
逢盛世，一枪震荡创新元”。辛亥革命
爆发10年后，中国共产党接过了民族
振兴的接力棒，使孙中山先生的共和
思想得以传递、让古老而又年轻的国
家欣逢盛世。也是武昌起义的那一声
枪响，开创了中国新纪元，掀开了中国
近代史波澜壮阔的新篇章。

▲《孙中山先生在青岛》 孔维克 作

▲《同志仍须努力·为孙中山先生造像》 孔维克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