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9月9日 星期一

C13-C16
编辑：何彦民 美编：魏雨涵

●油画 《甲午悲歌》 王力克 ●油画 《希望之路——— 孔繁森》 刘德润、李燕

回回望望历历史史关关注注当当下下
看“山东省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史诗性和时代性

●
国
画

︽
红
嫂
︾

岳
海
波
李
兆
虬

●
雕
塑

︽
铁
道
游
击
队
︾

刘
大
力

●
油
画

︽
孙
中
山
视
察
黄
河
大
铁
桥
︾

杨
松
林

从美术工程，
看山东重大历史题材之重

历时三年，创作工程初长成

此次美术创作工程首先“重”在规模。几百
位艺术家的积极参与，近两年的筹备，三年的创
作和评审，整体艺术水平之高、社会影响之大，
都是山东近年来少见的。“山东重大历史题材美
术创作工程”的实施，不仅填补了以美术形式全
面再现近现代山东重大历史事件的空白，还通
过美术创作，艺术地再现了波澜壮阔的齐鲁文
化、著名人物、重大事件，展现了鲜明的时代特
色、齐鲁特色和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最高水平。

理论研究是美术工程软支撑

主题性美术创作的理论研究是此次创作
工程的重中之重。此次以创作工程实施为契机，
组织专家、学者对我省主题性美术作品创作的
成绩、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同时，作为山东省
文化艺术科学专项立项，组织创作者对主题性
美术创作的基本形态、思维方式、表现手法、造
型原则等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为山东省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发展提供了理论
支持。

研讨、鉴赏成重头戏

展览、研讨和收藏等系列活动也是此次美
术创作工程的一大重头戏。创作完成后，作为第
十届中国艺术节的重要内容，举办“山东省重大
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展”并进行巡回展
览，最终入选作品由山东省美术馆新馆永久收
藏、研究、展出。这不但是整理、研究、展示山东
近现代发展史的重大举措，对山东文化建设和
历史研究具有开拓意义的创举，也为全面表现、
收藏和展示山东历史、人文发展做了最好宣传，

意义重大而深远。

从精品力作，
看山东美术创作的地域文化特征

一个地域的绘画往往是其地方精神文化
的反映，无论门类是国画、油画、雕塑，还是表现
手法是具象、意象和抽象，都不可以抛开画家成
长和关注的文化背景，即地域性文化特征。

山东的美术创作者受齐鲁文化独特的地
理风貌滋养，被丰富的民间艺术和质朴的民风
民情影响，成就了沉雄博大、温婉平和、兼容并
包的艺术创作特质。他们主动探索艺术形式与
风格的多样性、丰富性。此次入选的63件作品
中，包括了29件国画作品，29件油画作品，三件
版画及2件雕塑，涵盖了路璋、杨松林、崔开玺、
李前、杨克山、张志民、陈国力、王力克、孔维克、
丁一林、韦辛夷、蔡玉水、管朴学、仲济昆、王敬
易等老中青三代艺术家，他们以强烈的责任感
和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创作中来，创作出了令人
震撼的精品力作。张志民的《风雨孔府》沉雄博
大，神秘不可测，蔡玉水的《五三惨案》是一首悲
壮的挽歌，岳海波、李兆虬合作的《红嫂》构思新
颖，寓意深邃，言师仲的《告别山东·干部南下》
温婉平和，军民情深，都直接反映了他们从历史
题材中生发出的朴素时代情感。

版画、雕塑作品以质朴、厚重的语言，凸
显了齐鲁人民信奉勤劳的淳朴追求，英勇顽
强，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新感受。

从创作过程，
看山东历史画的特性和画家的使命

走进历史才能表现历史

关于此次美术创作工程，中国油画学会

常务理事、山东油画学会主席杨松林曾如此
强调：“历史画首先是一幅画、一件艺术作
品！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还必须把握创作构
思，传达历史精神，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
实的统一。真正流芳千古的作品，也要具有
强烈的艺术魅力和鲜明的时代特征。重大历
史事件本身的力度和强度决定了画家必须
调动全力和智慧，投入大量的精力，做好画
外和画上的功课，才可能有所作为或有所超
越。而依照简单的文字记载和图片去图解历
史，或轻率的抛开史实，任主观意向去创造
历史，同样不可能揭示某一独特历史的本
质。一个现代人，唯一的路径，便是打开历史
的大门，走进历史生活中去，获得史料支撑
和生活体悟，使作品获得独特的艺术生命，
进而使之具备经典性、史诗性、当代性的品
格。”

对历史重新认识是画家的使命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文化空前繁荣，观
念、形态、功能发生重大历史变革的历史时
期。娱乐文化的泛滥使历史传统和文化不再
让人们产生敬畏之心。人们只关心当下的幸
福，无暇对历史传统和文化产生兴趣，这不
应该是我们生活的终极目的。而画家有责任
用画笔去表现历史的价值与意义，唤起人们
的集体记忆，给这个时代留下可供思考的视
觉形象，这是当下画家的历史责任。

虽然此次工程已告一段落，但它带来的影
响和思考却远未结束。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
政府和艺术机构如何推动山东艺术事业发展、
引导艺术创作，艺术家如何寻找对主题性绘画
的更好表达，历史画还有哪些空间和可能，都在
等待我们去一一探索。

（贾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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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新生：我画《甲午海战》

“面对《甲午海战》这个想画又
不太熟悉的题材时，有些挑战、刺
激、新奇的意味。这场战争既有失败
的悲怆、惨痛和无奈，又有中国人在
面对侵略战争中的英勇抗争，敏感
而复杂”。他通过行笔的轻重缓急，
线条的长短聚散，墨色的浓淡干湿
变化表述了画面形象的造型特征和
整体气氛。在《甲午海战》后期创作
阶段，正遇中日钓鱼岛争端。对此，
于新生感叹颇多，他说：“历史是一
面镜子，在对照历史中现实就会变
得更加清晰。再加上钓鱼岛事件，回
顾这段历史就显得更为必要，我
们要以史为鉴总结经验教训，增
强忧患意识，不能让历史重演。”
由此可见，历史题材的重新表现，
不仅有其历史意义，也具有其重
要的现实意义。

《甲午悲歌》
——— 王力克创作谈

“最初接到甲午海战创作任务
的时候，我感到压力很大、责任也很
大，一时间觉得无从下手”，后来经
过深思熟虑，王力克决定运用油画
色彩的厚重与对比来表现。他选择
了船舰即将沉没的瞬间，如血的残
阳、红色的浪涌、冲天的水柱和浓浓
的硝烟纷纷交织在舰船和将士们身
上，给画面添加了一抹英雄主义的
色彩。王力克说：“甲午海战细细想
来就是一个帝国自此沉落的开始，
日本军舰打碎的不仅是一艘艘先进
战舰，更是清政府亘古长青的帝国
梦。历史是无法回避的，也是无法改
变的。历史的意义在于它贯通着现
在，更孕育着未来。描写历史，是将
逝去将士的精神复活，也是现代人
与历史契合，这是一种追求，也是一
种超越”。

在此次创作中，很多艺术家
选择了相同的题材。比如甲午战
争、铁道游击队、八路军115师入
鲁等，画家们不同的解读，展示了
不同的创作视角和表现语言。其
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于新
生和山东艺术学院教授王力克，
便分别用国画和油画描绘了甲午
海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日前，“十艺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山东预选作品展暨山东省重大
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展览”在山东省博物馆举办。此项工程于2010年
8月26日在济南正式启动，是省委、省政府为推动和鼓励艺术家创作，提升我
省主题性绘画创作的重要举措。

此次“山东省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主要以近现代历史为背
景，精心选取了1840年以来各历史时期发生在山东的重大事件，从“山
东机器局的创办、烟台开埠、甲午海战”，直至“山东的农业产业化、援建
北川、第十一届全运会”等62个历史题材。千余幅作品通过层层遴选，最
终有63幅入选且被山东省美术馆收藏，10月11日，这些入选作品将在山东
省美术馆新馆展出，观众也将在《烟台开埠》、《甲午悲歌》、《孙中山视察黄河
大铁桥》、《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五三惨案》、《铁道游击队》等脍炙人
口的历史巨作中，感受山东历史的百年巨变，进一步了解当下山东主题
性美术创作的最佳水平，艺术家的不同视角，以及这些创作中反映出的
时代和地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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