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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革命峥嵘岁月，体会伟
大领袖的人民情怀

刘文西创作过大量表现人民领
袖的艺术作品，展厅中有很多作品都
是在表现领袖和人民在一起的场景。
走进展厅，第一幅展品《毛主席和牧
羊人》映入眼帘，这是刘文西大学的
毕业作品，也是他 1957年怀着对革
命圣地的向往，到延安采风的成果。
画作中，毛泽东同志正在与牧羊人亲
切交谈，呈现出领袖与人民之间的鱼
水情深。透过《在毛主席身边》，则直
观感受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与解
放区群众所保持的亲密关系。画中有
一位小姑娘，在一群小孩背影中扭头
向外看，她是刘文西在延安二十里铺
采风时遇到的陆明，入画时她刚刚5
岁，之后便不间断地出现在刘文西的
画作中。

刘文西以精湛的技艺和情感丰沛
的笔墨，创造出一系列具有时代意义
的典型艺术形象。而透过这些画作，也
引领观众深切缅怀老一辈革命家，追
忆革命峥嵘岁月，体会伟大领袖的人
民情怀。

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朱万章认
为，刘文西笔下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黄
土高原符号，蕴含着西北地区那独特
的雄浑、淳朴与笃实的精神象征，“这
种象征把中国传统人物画中‘成教化、
助人伦’的社会功能赋予了新的时代
内涵，刘文西是为人民画像、为领袖画
像，更多的是为时代立传”。

为人民创作，到生活中吸取丰
富营养

“为人民而创作就要逐年建立起与
人民血肉相依的情感，逐年到生活中吸
取丰富的营养去激情创作，逐年不断地
累积经验去提高创作。”刘文西这样说，
也是这样做的。漫无边际的高天厚土、奔
腾汹涌的万里黄河、俯拾皆是的革命圣
迹、热情豪迈的陕北人民、激昂高亢的信
天游等，都成为他艺术创作的不竭源泉
和力量。

据统计，从1957年开始，刘文西深
入陕北100多次，走过26个县，在陕北
度过30多年春节。他用60多年的时间，
走遍了陕北的沟沟峁峁，与当地数百位
农民交朋友，了解陕北人民的生活变迁。
许多人和事感动着他，看不够，画不完。
刘文西经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多取材于
陕北的普通百姓，记录着普通陕北人的
成长与生活。

1980 年秋，刘文西到延安冯庄写
生，此时太阳快要下山，几位老汉迎面走
来，背上压着小山一样的谷垛，古铜色的
脸上淌着一道道和着泥土的汗水。作品
《沟里人》正是描绘了这样三位朴实、平
凡的陕北农民，真实地刻画出劳动人民
的艰辛与勤劳，反映一代代黄土人在黄
土地上坚强而积极的生活，充满了对广
大劳动人民的讴歌赞颂。

“作为当代艺术家，刘文西艺术创作
最重要的特点是有强烈的现代感，有浓
厚的生活气息，有鲜明的个性，他深入社
会生活，深入陕北农村体验农民大众的
思想感情，用画笔加以表现，平凡真实、
感人至深。”在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
看来，“刘文西在表现陕北农村生活、塑
造劳动人民形象、刻画人物性格方面，他
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国当代艺术一绝。”

在展厅中，穿过形似陕北窑洞的联
通各单元的通道，《祖孙四代》所折射的
时代意义，吸引了很多观众的注意。画面
中有第一代劳动者，经历过旧社会磨难
仍然执着地劳动着。有第二代觉醒的劳
动者，还有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拖
拉机手,精神抖擞、朝气蓬勃，以及天真
烂漫的小女孩，代表着陕北人民的希望。
画作通过表现一家祖孙四代在田间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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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普通农村家庭的具象画，也是时代群

体的缩影。
作为黄土画派的开创者，刘文西提

出了“熟悉人，严造型，讲笔墨，求创新”
的艺术理念。这需要画家长期地深入生
活、磨炼技法。如果说作品《黄土情》中陕
北腰鼓队红绸飘舞、舞姿飞扬、鼓声震
天、热闹欢腾的场面，塑造了陕北人民热
情乐观的一个瞬间，那刘文西倾尽30年
心血完成的百米长卷《黄土地的主人》，
则以构图宏伟、大气磅礴的画面，生动传
神、栩栩如生的人物，全景式勾勒出改革
开放以来，陕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阔步
奔向全面小康的时代画卷。

跟随刘文西学习40多年的全国政
协委员、中国国家画院原院长杨晓阳，
见证了刘文西创作百米画卷的全过程。

“从开始的刻画，到最后的完成，可谓呕
心沥血。一般画家都是以绘画为职业，
而刘文西是以绘画为生命。”杨晓阳谈
到自己切身感受时说道，刘文西熟练运
用中国传统笔墨与西方科学塑造相结
合的方式，将画作中的每个具体人物形
象都如实描写出来，用绘画手段来表现
时代精神和时代审美。

刘文西曾在百米长卷首展时发自肺
腑地说：“我爱画劳动人民，尤其是陕北
的劳动人民，他们正直、淳朴、厚道、善
良，他们不仅是我们永远牵挂的人，更是
我们永远崇拜的人。他们值得我们画家
永远画下去。”

把深情与真情扎进了人民心中

从组织策划到成功开幕，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国
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鸣作为总策划人，
切身参与了展览的全过程。他听说，刘
文西生前一直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在国

家博物馆举办一次个人作品展览，但由
于种种原因，在他生前并未实现。刘万
鸣将举办这次展览当作一种义不容辞
的责任，“绝不会放弃能够促成展览的
任何一种可能、任何一次机会，也不允
许任何一个工作环节、任何一个展陈细
节存在疏忽或者纰漏”。

功夫不负有心人。虽然出于防疫要
求，国家博物馆每日入馆人数有严格限
制，但展览个人预约参观人数已达6.5万
人，这些人中有通过展览感受时代变迁
的普通观众，有通过画作领悟绘画艺术
的学生，还有专程从陕西来北京观展的

“刘文西的朋友们”。自10月10日成功
开幕后，观众长期持续的观展热情，让展
览截止日期再三推延，从10月 31日延
至12月1日，后延至12月19日，近日又
决定延至2022年1月5日。观众们在国
家博物馆官方网站、微博和微信里的留
言——“画家经历和画本身都传达了浓
烈的热情赤诚，所以这些画是很有力量
的。”“他是我奋斗道路上的前辈，一个文
艺工作者决定以人民为中心的奋斗道路
上的前辈。”“生于青山，魂归黄土。艺为
人民，后者楷模！”“上周看过刘文西作品
专题展，画作感情饱满真诚，充满对中华
儿女的欣赏敬佩之情！”……见证着人们
对刘文西画作的热爱与喜爱。

“这也算是完成了刘文西先生的一
个心愿。”刘万鸣倍感欣慰地告诉记者。
而对于展览受到观众欢迎的原因，他分
析认为，刘文西在创作过程中，真正把对
祖国、对人民、对领袖、对黄土地的深情
与真情扎进去了，并扎进了人民心中。

深入人民深入人民，，为人民创作为人民创作
——观看采访“艺术为人民——刘文西艺术大展”综述

本报记者 张丽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
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各民主党派、
社会贤达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在中共
中央的精心策划组织下，冲破国民党的
重重封锁，排除港英当局的百般阻挠，
从香港秘密北上解放区。在中国政协文
史馆李红梅、刘仰东合著的《向北方》一
书中，全景式描写了这一过程。12月18
日，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主办的《向北方》
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与会专家深入讨
论了《向北方》的史料价值、学术价值与
现实意义。

2019年，中国政协文史馆开展了
“民主人士北上、新政协筹备会、人民政
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综合性文史项目。
《向北方》作者李红梅、刘仰东作为主要
参与者，先后到北京、广东、山东、黑龙
江、上海等省市进行实地考察，收集资
料，访问当事人，相继完成了全国政协
办公厅《大道同行》展览脚本撰写及相
关图书出版等工作，取得了可喜的研究
成果。之后，他们对大量史料再做进一
步的整理、爬梳、分析、考证，合著了这
本《向北方》。李红梅表示，《向北方》通
过翔实的史料，完整地叙述北上进程，
还原重大历史脉络，并用最新数据，反
映北上者为成立新中国建立的历史功
勋，讴歌了中国共产党人与民主人士风
雨同舟、肝胆相照的精神风采和光荣传
统。刘仰东则围绕本书的史料收集、梳
理、辨析、考证工作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与补充。

从“五一口号”发布到人民政协诞
生和新中国成立，尽管只有一年多的时
间，却构成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
卷。“本书是一部小角度大题材的力
作。”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原

文史和学习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卞晋平
认为，本书以具体、确凿的大量史料为
依据，反映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立、
新中国国体政体确立、新中国协商民主
制度建立，以及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形成过程等重大史实，不仅具有存史资
政的学术价值，还具有团结育人的深远
影响。同时，《向北方》把人民政协史的
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化、细化和专题化，
是新时期政协人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是
人民政协历史研究中的成果递进。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
秘书长、研究员黄小同也表示，中共中
央组织民主人士北上是建国史中非常
重要的一段，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
战线的重要表现，以往党史对于这段历
史的研究相对薄弱。《向北方》在一定程
度上填补了现阶段人民政协史、中华人
民共和国史、中共党史对这一段历史研
究的空白。

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全
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中国
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吴先宁
认为，《向北方》一书全方位、多角度、深
层次地记叙了“五一口号”发布之后，中
共中央组织民主人士北上协商建国这
一重要历史事件，诠释了中国协商民主
的独特优异性，其提纲挈领、文笔清通
的写作方法对于近现代史、中共党史、
人民政协史的写作也具有很大的启示。

“五一口号”发布后，李济深、沈钧
儒、郭沫若、黄炎培共约1000多位民
主人士和各界代表，冲破重重阻挠、克
服种种困难、冒着层层风险，似涓泉归
海、万水朝东，秘密航向北方，进入解
放区，参加到协商建国的伟大洪流之
中。与会专家宋京其的祖父宋云彬是
北上民主人士，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
宋京其告诉大家，历时长、活动丰富、
众多好友同行的“知北游”是其祖父一
生中最愉快的旅行之一，并分享了诸
多北上往事。河北省委统战部研究室
主任史宝强感到，《向北方》所涉及的
北上人物几乎都是统一战线的重要成
员，所有的跌宕起伏、心路变化都是在
渲染统一战线的强大感召力，在一定
程度上，《向北方》可以说是一本展现
统一战线巨大力量的教科书，是一本
阐释统一战线法宝作用的活教材。

《向北方》出版后迅速产生了广泛
的社会影响，入选中宣部2021年主题
出版重点出版物，并先后入选“中国好
书”月榜、中宣部出版局“书映百年伟
业”推荐书目等系列重要榜单。《人民日
报》、《光明日报》、新华社、《人民政协
报》等众多权威媒体对《向北方》给予了
高度评价。在《人民政协报》文化周刊主
编、高级编辑王小宁看来，该书之所以
备受关注和好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政协视角特色鲜明，书中大量引述文
史资料，辨析考证，用历史人物“亲历
亲见亲闻”的回忆材料来丰富书中的
细节，佐证事件的真实性。作者把散落
的、闲置的文史材料充分地调动、使用
起来，将一段枯燥的历史丰润饱满、可
亲可信地呈现给读者。北京市人民政
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秘书长王新尚也
认为，《向北方》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
既有历史的深度，又避免了史书的枯
燥，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明处是叙事，内
在是思想，以北上历程诠释心路历程，
以历史细节诠释中国共产党为召开新
政协、建立新中国的宏图伟略，是一部
不可多得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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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图举办“千年回望王
安石——纪念王安石诞辰
1000周年”《百部经典》阅
读推广特别活动

12 月 18 日，国图公开课“千年回
望王安石——纪念王安石诞辰 1000
周年”《百部经典》阅读推广特别活动
在北京紫竹院公园友贤山馆和江西抚
州王安石纪念馆举行。

活动以演讲、访谈、实地导览和艺
术演绎相结合的方式，带领读者了解
这位北宋时期杰出人物波澜壮阔的一
生。其中，特别邀请北京大学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华传统文化百部
经典·王安石集》审订人邓小南，华东
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中华传统
文化百部经典·王安石集》解读人刘成
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古籍专家林
世田进行主题演讲，分别从王安石的
生平与思想、《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
典·王安石集》的编纂与解读、雕版印
刷术的普及与王安石作品的流传等三
个维度，全面立体地对王安石进行深
入解读与剖析。同时，邀请北京人民艺
术剧院一级演员孙星，中国艺术研究

院副研究员、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林晨带来诗词音乐朗诵，从作品的内容
和背景走进王安石的内心世界。（韵文）

“江天万里——长江文化
展”亮相国博

12月23日，“江天万里——长江文
化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式对外开
展。该展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中国长江
三峡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是国家博
物馆推出的又一大型历史文化展。

本次展览分为“横穿万古岁月流”
“文明传承绵延长”“千年文脉润古今”
“黄金水道通九州”“大江安澜丰碑立”
五大部分，是以国家博物馆馆藏为主的
原创性展览，共展出约 300 余件/套展
品，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全面展示
长江的历史之久、人文之盛、生态之
美、工程之巨。其中如 《长江图》《长
江万里图》《乾隆十六年南巡各地详
图》《滇南盐井图》 等多件文物为近年
来首次对公众展出。

同时，由于内容跨越年代较长，展览
选取了“河流”作为展览的主题，通过不同
期河流上主导环境的变化曲线，形成一个从

“自然—科技”的有序环境变化。 （谢颖）

第十九届百花文学奖颁
奖典礼在天津举行

第十九届百花文学奖颁奖典礼于
12 月 18 日在天津举办，50 多位知名作
家、评论家及文学编辑参加此次活动。冯
骥才、李佩甫、赵本夫、邵丽、老藤、陈毅
达、艾伟、李修文、尹学芸、宁肯等作家作
品分别获得短篇、中篇、长篇小说奖，散
文奖，科幻文学奖，影视剧改编价值奖，
文化交流特别奖。来自《人民文学》《收
获》《十月》等原发文学期刊的18位编辑
获得编辑奖。作家代表冯骥才表示，“我
与当代文坛几代作家，都是《小说月报》
百花奖的获得者。可以说，《小说月报》对
推动文学繁荣、推动小说创作作出了巨
大的贡献，为记录当代文坛的发展留下
了重要的文献。”

百花文学奖前身为百花文艺出版
社 1984 年 创 立 的《小 说 月 报》百 花
奖，30 多年来，百花文学奖始终坚持
以读者投票为最大权重，从历届获奖
结果来看，百花文学奖获奖者也代表
着不同时期国内创作的中坚力量与
文学潮流。

（张丽）

中国艺术研究院展出珍
贵学术资料与艺术藏品

日前，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艺术
与文献馆、文化艺术出版社承办的“中国
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藏珍品图录丛
刊”系列出版物首发，“韬藏而日章——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传统艺术
收藏展”在京开幕。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藏珍
品图录丛刊”是2019年艺术与文献馆策划
启动的馆藏珍品整理系列出版项目，涵盖特
藏实物、古籍文献、历史图片三种馆藏品载
体，涉及传统音乐、传统戏曲、电影电视三个
艺术门类，从多个角度展现出中国艺术研究
院丰厚的资源积淀和学术收藏。“韬藏而日
章——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传统
艺术收藏展”立足于建院70年来所累积的
传统艺术收藏，以中国艺术研究院三大前
身“一院两所”（即中国戏曲研究院、民族音
乐研究所、民族美术研究所）搜集的学术资
料，和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作为全
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重点收藏为切入点，
分传统戏曲、传统乐器、金石书画和古籍文
献四个展览单元，从庋藏多年的藏品中撷英
辑珍，展出432件馆藏珍品。 （郭海瑾）

《向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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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晋平卞晋平 黄小同黄小同 吴先宁吴先宁

编者按：
目光温柔坚定的毛主席形象、

善良朴实的陕北老人、美丽大方的
西北姑娘、纯真聪慧的陕北娃娃
……驻足于国家博物馆一个以红、
黄为主色调的颇具黄土高原风格
的展厅里，看到这些人物形象顺着
展线次第展开。再加上草稿、创作
感悟和画作的集群展示，著名画家
刘文西从学成毕业开始，一辈子扎
根黄土地，60年不断深入人民、为
人民创作的精神世界，一一向观众
展开。

12月22日，文化和旅游部组
织记者们来到国家博物馆，集体观
看采访在此举行的“艺术为人民
——刘文西艺术大展”。而在不久
前的12月18日，文化和旅游部在
山东青岛召开2021年全国艺术创
作大会期间，组织与会代表参观了
在青岛市美术馆举行的“艺术为人
民——刘文西艺术文献展”。

“艺术为人民——刘文西艺术
大展”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国
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
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西安美术学
院共同主办，通过“满腔真情绘领
袖”“笔墨丹青为人民”“深入生活求
创作”三个单元，集中展出200余件
刘文西美术作品及手稿、文献、照
片，有序呈现了刘文西作为“人民画
家”渐进、渐悟、渐成的过程。

观众在欣赏观众在欣赏《《在毛主席身边在毛主席身边》》

展览现场展览现场

观众在欣赏观众在欣赏《《毛主席和牧羊人毛主席和牧羊人》》

观众在欣赏百米长卷观众在欣赏百米长卷《《黄土地的主人黄土地的主人》》系列之系列之《《高原秋收高原秋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