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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探索与表
现历程中，于文江以独特的绘画视角和
审美叙事方法成为主题性艺术创作与实
践的先行者。

以艺术真实表现历史真实

对艺术真实的强调，以艺术真实凸
显主题性是于文江重大历史题材主题性
美术创作的鲜明特点。所谓艺术真实，主
要指涉创作主体真实情感的流露和对表
现主体真实存在意义的挖掘。对艺术真
实的强调并不等于忽视对历史真实的挖
掘，以典型人物形象、典型历史事件和典
型集体记忆的审美叙事与图像构建形成
历史真实的基本叙事逻辑，由此搭建起
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之间的转换与表现
路径。

《日出东方·李大钊陈独秀》使用了
以艺术真实表现历史真实的表现方法，
以“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人物形象
表现取代了叙事的情节性内容，将人物
形象纯化为两座屹立不倒的精神高峰，
在山巅之上迎来日出东方的新时代。传
统主题性美术创作多以群像的形式表
现，以画面充满叙事性的构成语言进行
主题的叙述，以此形成对主题的阐释。
但于文江在对勇敢的先行者、热血的爱
国者、无畏的战斗者进行艺术表现时，
他认为似乎再多的叙述式绘画语言和再
多的故事情节都难以表现出他们为党的
事业所做出的努力与奋斗，所以，简化
叙事内容以提纯人物形象，通过极简的
人物形象表现凸显出其背后所蕴含的伟
大的精神价值。于文江在画面以艺术真
实取代历史真实的细节与过程，不仅体
现在对人物形象不断简化的过程中，也
体现在对画面构成背景不断凝练的过程
中。背景以起伏的山脉和东升的旭日
形成了一种符号化的诉说方式，将民
族情感和历史记忆投射的方向从微观
的人类活动转化到了宏观的自然山河
中，在东方日出的照耀下，中国历史

的车轮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努力中，向
前轧过了一段曲折而漫长的道路，将中
国共产党成立的激昂情感和民族自豪感
融入了这一日出东方的壮丽画卷中。

这不仅仅是一种创作手法的真实，
更是一种情感表达的真实，不仅仅是对
人的图像本体艺术化表现的真实，更是
对创作主体和表现客体情感链接与转换
的真实。如此形成的艺术真实才能在凝
练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形成融形象与精
神、情感与认知、历史与现在、主体与他
者等因素为一体的审美叙事逻辑。

以间接叙事塑造审美意象

重大题材主题性艺术创作在当下的
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其所具有的串联历史
与现实的作用，即对那些影响国家民族
历史发展进程的典型 人 物 形 象 、 事
件、记忆和情感进行表现的同时，更
要挖掘其与现实存在之间的表现关
系。而这种关系的建立，往往依赖于
画面中意象元素的构建和意象价值的
传达，由此形成一个超越时空维度而
始终存在的记忆链接和情感共鸣。在
于文江的重大题材的主题性艺术创作
中，意象构建往往通过间接叙事的方
法来完成，以间接叙事承载更加丰富
的拓展维度，以此形成一种看似含蓄
实则深刻，看似朦胧实则直指本质存
在意义的审美表现空间和想象空间。

《马 克 思 童 年 时 代 的 特 里 尔 城》
中，于文江不以直接描绘马克思作为画
面的主体内容，而是别出心裁地以间接
叙事的方法刻画了马克思童年时代生活
过的特里尔城的热闹生活场景。画面中
心重点表现了屹立城中的马克思故居，
故居整体建筑虽已斑驳，并与周围崭新
整齐的民居形成鲜明对比，但是故居厚
重的墙体犹如满载历史积淀的老者，虽
然已进暮年，却根基深厚，以不竭之态
源源不断地输送着精神的养分、创造和
传播着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理，并以特里

尔城为中心，这些革命的真理传遍了整
个世界，也改变了整个世界。这时候，
马克思故居就从一个历史的真实存在转
化为一个承载了集体精神价值和普遍情
感内涵的意象内容，建筑不再是表面的
历史存在，而成为一个精神符号，一个
与人类思想进步和时代发展休戚相关的
价值共同体。且在建筑之外，画面左前
方出现了两个视觉焦点：一是满载鲜花
的一处售花摊位，盛开的鲜花吸引了过
往行人的围观，热闹的生命和缤纷的色
彩为古老的特里尔城带来了鲜活的生
机；第二个视觉焦点是中间位置的儿童
形象，画面从老者到青年，从青年到儿
童，出现了一个完整的生命成长梯队，
这个梯队围绕在特里尔城中马克思故居
周围，以间接叙事的方式预示了革命真
理生生不息地存在和传递的审美寓意。
盛开的花卉、热闹的人群也就不再只是
视觉构成层面的图像形式，而借助于文
江所着意使用的间接叙事方法构建起了
形象内容之上的意象的象征意义，形成
了从具象到意象，从表面到本质的过渡
与转换。《马克思童年时代的特里尔
城》依托画面所构建起的意象内容拥有
了串联马克思革命真理和革命精神的能
力，这种真理的价值和所具有的连绵不
断的精神力量是超越时间和空间而存在
着的。

由于于文江使用间接叙事的方法对
具体图像内容进行了意象化构建，所以
画面所呈现出的审美意象也主要是一种
间接意象，所谓间接意象则主要指涉以
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
一种艺术形象，是创作主体结合个体认
知、情感诉说以及审美需求对画面进行
的创造性的审美叙事转化。这个转化的
过程，既是创作主体对主题的选取与理
解过程，也是对主题的创造性阐释与表
现过程，是创作主体与表现客体之间形
成的一种超越时空关系的对话过程。作
为留存有马克思情感记忆、思想来源、生
活痕迹的马克思故居和特里尔城，是画

面间接意象构建的主要内容，也是图像
叙事塑造史诗价值、展现民族精神、传达
个人思想的本体来源，更是画面整体审
美叙事得以完整表现的内在驱动力。

因为作品使用间接叙事方式，所以
图像化的呈现同样保留了这些可供想象
与自由感知的独立空间，建立起了表现
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的链接渠道。而这
种画面呈现方式，又为于文江的图像审
美叙事带来了诸多的神秘性和可探索
性，扭转了传统图像叙事所固有地注重
图像内容表现而忽略意象想象空间的叙
事模式。

以主客体双在场构建审美理想

不论是以艺术真实表现历史真实，
还是以间接叙事创造审美意象，这些转
换、生成、感知与创新的过程，都离不开
主客体在场对主题的表现。所谓主客体
在场，是指创作主体和表现客体的同时
在场，创作主体主要指涉进行绘画创作
的人，以及画面中由创作主体构建起的
情感贯通和拓展出的审美维度；表现客
体是指作为画面主要形象依据的自然物
象，以及这些自然物象所蕴含的本体价
值和深层内涵，因此，创作主体在场是主
题阐释、构建、整合、转换等得以完成的
根本，也是画面审美叙事保持独立性的
根本，更是主题性美术创作保有鲜活生
命力和时代创新性的根本。如果说创作
主体的在场起到一种宏观掌握与整体组
织的作用，那么表现客体的在场就主要
起到一种内容构成与细节存在的作用，
是构成情节叙事的核心内容。而创作主
体和表现客体的双在场所形成的对主题
阐释的本质诉求则是一种融合的状态，
即创作主体的在场和表现客体的在场并
不是相互独立的，两者主要以融合的面
貌存在并发挥着阐释主题和审美叙事的
功能，这两者的双在场和融合表现，也是
主题性美术创作突破图像文本的表面叙
事而深入到图像背后精神和价值层面的

主要方法，这是一种突破单纯具象写实
而直指图像本体内涵和本质精神的方
法，也是主题性美术创作，阐释重大主
题、进行宏大叙事的有效方法。由此，主
题性美术创作所具有的构建审美理想的
功能以及由此形成的图像叙事能力，才
能更具表现性。

《哈萨克迁徙——春的牧场》是于文
江以“一带一路”为主题创作的一幅以表
现哈萨克民族游牧生活为题材的作品。
该作品并没有选取哈萨克族静态生活的
面貌，而是以迁徙这一游牧事件的动态
高潮部分作为画面叙事的核心，以迁徙
的过程构建与民族相关的与历史相关的
整体审美叙事。哈萨克民族千百年来逐
水草而居，一条迁徙之路见证了整个民
族形态发展的过程，是生命之路，希望之
路，更是民族复兴之路。所以，于文江以
哈萨克迁徙为题材所创作的表现“一带
一路”精神的作品，实则是将这种民族和
生命的迁徙精神进行了延展，迁徙就不
仅指涉个体随时间变化的转场，追逐时
间的生命再现，更强调宏观层面的民族
之间随“一带一路”的联系、国家之间随

“一带一路”的对话，以此为切入点引发
一种由迁徙而带来的对外交流的深层次
社会关联，即以哈萨克游牧民族在迁徙
与转场中所呈现出的坚韧的民族精神、
乐观的生命状态和朴实的生活状态为典
型内容，依托“一带一路”对外交流和发
展理念，形成极富生命情趣的个体形象
和饱含生活热情的民族精神，对这些个
体生命形象的艺术化表现以及对其中蕴
含的精神价值的挖掘与审美叙事的阐
释，是《哈萨克迁徙——春的牧场》中创
作主体在场的集中显现。创作主体通过
对表现客体的概括、归纳、提炼而形成的
与民族理想相关的精神内涵，这一民族
理想支撑着哈萨克族在这条漫长寂静的
南来北往之路上，一次次启程，恭敬地遵
循自然的安排，也时刻充满希望，这是一
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与人和谐相
处的民族精神。

重大题材主题性艺术创作不仅与国
家形象、民族精神的构建有天然的联系，
而且与人性的表现和生命的表达有直接
关系，如何建立图像叙事与话语内容之
间的关联，如何体现生命内涵与审美叙
事之间的联系，是重大题材主题性美术
创作呈现主题价值的根本，也是艺术家
对重大题材主题性艺术作品情感共生的
根本。

（本文有删节,原载《美术观察》2023
年第1期）

美术描绘民族史诗
——于文江的主题性艺术创作

崔晓蕾 王 瑀

于文江，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
中国国家画院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文化和旅游部优秀专家，中国美术
家协会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艺术
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国画
院研究员，中国画学会理事，澳门科
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博士生导师，
天津美术学院客座教授、研究生导
师。作品连续参加全国第六至第十
二届全国美展，其中获第六届、八届
全国美展优秀奖，第十届全国美展
铜奖。2009年，完成国画《血痛·抗
日战争中受难的中国女性》入选“全
国重大历史题材工程作品展”，作品
由中国美术馆收藏；2018 年创作
《马克思童年时代的特里尔城》，参
加“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
辰200周年主题展览”，作品由中国
国家博物馆收藏；2020年，完成国
画《哈萨克迁徙——春的牧场》，入
选“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作品
展，作品由中国国家画院收藏；
2021年1月，完成国画《日出东方·
李大钊 陈独秀》，参加由中共中央
宣传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
办“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术作品
展览”，由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收
藏并长期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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