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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珂

搜尽奇峰 长白入画
朱 盾

第8版 华夏·翰墨

■编者按：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术界创作奉献了一批优秀的

党史题材作品，如“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美术作品展等，令人印象深刻。这些美术作品形象、生动，

深刻地展示了党的光辉历程，使红色文化形成热潮。党的十八大以

来，美术界进行了一系列创作工程，影响深远。全国政协委员、首都

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王珂参与了众多国家层面的重要美术创作工

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体悟，一方面在艺术上日益成熟，另一方面

也展现了画家用画笔讴歌英雄赞美时代的初心。

第7版 悦读·连载

第6版 艺文·荟萃

沁园春·秦腔
杨小波

“背包客”十日（三）

冯 并

其美多吉的邮车（中）

徐 鲁

从历史、人物传记中汲取
经验教训

朱永新

一

2018年，“重大主题雕塑工程”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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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这是新
中国美术史上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参与创
作人员最多的雕塑工程和美术创作工程。
2019 年，我接到了“工人运动第一次高
潮”这个选题的创作任务，接下来两年左右
的时间，我便全身心投入了这幅画的创
作中。

党史题材创作首先要对历史进行深入细
致的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致力于组织领
导工人运动，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
起点，1923年 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终
点，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在持
续的13个月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
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而1923年2月4
日爆发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这也是
我接触选题后第一个想选择的具体表现内容。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目的是争取成立
京汉铁路总工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军阀
吴佩孚调动军警血腥镇压罢工工人。反动派
将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
员林祥谦捆绑在电线杆上，强迫他下复工
令。林祥谦宁死不屈，壮烈牺牲。京汉铁路
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被杀害时，身
中三弹仍引吭三呼“劳工万岁”。如何用画
面展现出这慷慨激昂的历史？

我喜欢京剧，我们这代人对《红灯记》
可以说耳熟能详，唱腔台词都能背下来。在
《红灯记》 中，李奶奶跟铁梅说起革命家
史，就讲到京汉铁路大罢工。此外，多年前
我看过一部电影《风暴》，表现的也是这段
历史。构思时，这些唱腔台词和画面都在脑
中不断回旋，慢慢地，大的场景框架构思出
来了：林祥谦和施洋是运动的核心人物，因
此成为作品的核心要素。施洋是律师，设计
为振臂高呼演讲的姿态；林祥谦是工人代
表，以双手叉腰的形象出现，两个人物形成
一动一静的互补关系。在他们背后，是体现
铁路工人的蒸汽火车，火车喷发出的一团蒸
气形成背光，把两个主要人物的轮廓凸显出
来。除主体人物外，还有大大小小上百个人
物，画面中，通过远近、虚实等手法与火车
蒸汽等形成呼应，通过条幅、前景人物、服
饰色彩等之间的关系引导观者欣赏。

在具体创作过程中，有非常多的细节。
比如人物装束形象要符合那个年代，为此我
们找了很多文字和图片资料；蒸汽火车的位
置在哪里？有专家建议，表现铁路罢工，火
车很重要，应在中间位置凸显出来；画面中
还有几个孩子，我曾犹豫是否合适，经过与
党史专家的沟通，认为符合历史，并且丰富
了构图，得以保留下来……

《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中每一个具体
人物形象，都有当时的人物作为原型。在创
作中，画家是一个多重角色，既是导演，又
是编剧，还是摄像、演员……要综合考虑主
体场景构图，每一个角色在场景里有不同的
视觉等级，主角如何烘托，主角配角之间的
关系怎么体现等等。塑造人物不是只要像或
者好看就行，更重要的是要有艺术表现力。

二

创作《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过程虽
然艰辛，但我很有信心，信心来源于近些年
来参与多项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所累

积的经验、突破与思考。
最早接触这类创作是在2013年，我参

与“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
《红旗渠》的创作，当时是配合龙瑞先生完
成。记得构思的时候，在五次往返红旗渠调
研的基础上，我们画了很多草图，从最初想
画红旗渠英雄谱，到最后形成以青年洞为主
的画面，我实现了从专注人物画到进行宏大
题材创作的转变。

主题性创作其实很难。一是难在命
题，历史是严肃的，不能随意发挥，需要
了解和认识非常深刻后，才能“冲破”出
来，找到完美的艺术表现方式；二是从中
国画的艺术特性来说，中国画是写意的艺
术，尤其是人物画，用写意的手法来表现
宏大场面，表现写实的人物，在艺术上是
个新课题。而想要有所突破，必须在创作
实践中不断创新。

后来，我又参与了“中华文明历史题材
美术创作工程”，承担《秦始皇统一中国》
（与王巍合作）的创作任务。回想起来，那
是一个倍感“折磨”的过程。这幅作品高5
米、宽7米，共有202个人物，并且要表现
秦始皇统一六国、修长城、统一文字和度量
衡等历史事件。记得当时画到100多人后感
觉不满意，因为参考的是兵马俑的战士形
象，没有“人味儿”。于是重新来过，专门
找了几千个人的形象，以此为基础重新创
作。器物的表现也不容易，比如戈，画完后

专家指出这不是秦朝的戈，是汉代的，并且
作战的戈和仪式用的戈也不一样，我们又花
费很大的工夫查阅资料，最终确定戈的样
式。对于史实的呈现，也颇费心思。我们用
城墙上张贴的布告是小篆字体来体现“书同
文”，用集市交易的上马车的轮子体现“车
同轨”。这次创作历时3年，倾注了大量心
血，也让我加深了对历史题材创作中叙事的
重要性的认识，积累了驾驭大型创作的宝贵
经验。

此后，我又创作了《光辉的起点》《香
港与辛亥革命》《延安时期学习马克思主义
蔚然成风》《人民的好县长高德荣》《瓦窑堡
会议》等多幅作品，对于中国画写意性笔墨
和写实性呈现积累了一定的心得。

驾驭宏大规模的现实主义创作，落笔
前必须准备充分，资料准备得越充分，小
图做得越仔细，大稿就会越顺利画得就越
顺利。

中国画是写意的，要将造型转换成笔墨

的意象，有笔墨无造型或有造型无笔墨均不可
取。主题性创作重在表现叙事性，对事件的起
因、发生、结果进行解读，讲述历史要相对客
观，要尊重客观事实；而从事主题性创作要投
入自己的真情实感，不管对事件、对人物，都
要有自己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有别于他人的
表达。不进入角色、没有情感的投入，是画不
出动人的作品的。

三

这些年参与重大美术创作工程，我收获颇
丰。一方面在艺术上，让我对中国画驾驭宏大
叙事主题有了一定的突破，技法日益成熟，逐
步探索出中国画笔墨的深度及其刻画现实人生
的充沛能力；另一方面，作为生长在红旗下的
一代人，我对时代充满了感恩之情，赶上新时
代，用主题性创作的方式来表达时代的伟大与
丰富内涵，何其幸福。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近期，
我以不同形式参加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的学习，收获很多。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
史使人感慨，令人振奋，党取得的丰功伟绩激
励着全体人民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新时代、新征程
上奋发图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
前景。

坚持人民至上，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
伟大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之一，彰显中
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一以贯之的初心使命。一
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作为一名文艺
工作者，要坚持为人民抒写，为时代放歌，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
重要讲话精神，守正创新，多出精品。

美术作品能够生动、深刻地展现党的百年
辉煌历程，激励人心，对于画家来说，用画笔
描绘党的百年光辉历程，无疑是重要的文化使
命。我一直从事水墨人物画的创作，随着时代
的进步，作为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中国画的
创作也在不断发展进步。中国画作为国粹，首
要的一点是传承，也就是守正，要把中华文化
的精髓和灵魂，把中国人的品格和精神守护
好，否则中国画就不能称其为中国画；其次是
创新。在坚持传统技法、传统工艺的基础上，
要有所探索，敢于尝试，把新时代的景观、人
物、风貌用新的视角，用符合现代审美习惯的
方式呈现好、歌颂好。我觉得这是中国画发展
的基本逻辑和时代使命。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
一定能产生英雄的时代，我有幸见证这个时
代，也随时准备用画笔去讴歌英雄、赞美
时代。

为人民抒写 为时代放歌
口述/王珂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谢颖

记者手记：

故乡的花
赵丽宏

悟性
杨艺文

爱在绍兴
王硕东

金城书院的光
王子君

“ 我 的 艺 术 是 陕 北 的 小 米 喂 起
来 的 。”在 王 珂 的 艺 术 生 涯 中 ，陕 北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求 学 时 ，到 陕 北 写 生 ，他 跟 放 羊
老汉聊天，习惯了扯起嗓子喊话。黄
土高坡淳朴的生活景象给了他充沛
的创作能量，让他的画笔停不下来，
也获了不少奖。

在 一 次 展 览 中 ，一 位 老 人 看 完
作品后找到王珂，对他说：你的作品
很好，我一看就像回到了陕北一样。
原来，这位老人到陕北当知青，后来
在当地小学教书，一待就是几十年，
对 陕 北 和 陕 北 的 人 再 熟 悉 不 过 。这
既 让 王 珂 感 到 高 兴 ，也 让 年 轻 的 他
深深感到，艺术求真，创作不是臆想
出来的，没有生活，艺术创作就好比
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在 王 珂 看 来 ，任 何 创 作 都 必 须 严
肃认真地对待，踏踏实实深入生活，真
真切切感受生活。多年后，王珂接到了
创 作《延 安 时 期 学 习 马 克 思 主 义 蔚 然
成风》的任务。虽然对陕北已经非常熟
悉 ，但 他 又 重 新 出 发 ，走 访 革 命 博 物
馆 ，仔 细 用 相 机 拍 下 资 料 ，如 此 不 停 ，
直到画出自己满意的作品，因为“只有
这样真实地触摸，心里才能踏实，才能
创作出好作品”。

今 年 6 月 ，“ 铸 史 图 真 —— 王 珂 现
实 主 义 水 墨 人 物 画 展 ”在 首 都 师 范 大
学 举 行 ，展 出 了 他 入 选 多 项 国 家 大 型
美术创作工程的作品。铸史与图真，是
王 珂 艺 术 创 作 的 生 动 注 解 ：历 史 与 现
实 一 脉 相 承 ，主 题 性 与 艺 术 性 交 相 辉
映 ，在 对 百 年 党 史 的 回 望 中 树 立 文 化
自信，振奋民族精神。

铸史图真
本报记者 谢颖

▲《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

▲王珂正在创作《人民的好县长高德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