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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王敬敬易易：：用用笔笔墨墨讲讲述述故故事事
纵观王敬易的作品，既有军

旅题材，也有农村生活、民国女
子，既有朴拙厚重，又有柔情灵
动。在十艺节的各类美术展览中，
他的几幅作品更给人留下了深刻
印象。王敬易注重从各种艺术形
式中汲取营养，从生活中捕捉创
作灵感，描绘他看到的故事和对
生活的独特体验感受，因此创作
内涵更加丰富、富有新意。

美丽传说：
与秦始皇、炉神姑失之交臂

在 十 艺 节 的“ 美 丽 的 传
说——— 山东省民间文学中国画展
创作工程”中，王竞艺的《大舜传
说》成功入选。但这幅作品从选题
到创作，背后几经波折，曾与两个
心仪的题材擦肩而过。

据悉，这次创作工程是以41个
民间传说为题材，以中国画的形
式直观形象地加以展现，并规定
两到三人来创作1个选题。在开始
选题时，王敬易首先考虑到了《秦
始皇东巡》。他对这类题材比较熟
悉，想打破以往的横幅构图，采用
竖幅的样式，突出秦旗飞扬，士兵
威武的场面，体现帝王的气势非
凡。由于之前自己曾到西安秦始
皇陵兵马俑考察过几次，更感到
把握十足，但后来，他突然接到题
材名额已满的通知，不得不忍痛
割爱。“虽然失去了创作这幅画的
机会，但我已经‘胸有成竹’，也有
草稿，所以想等有时间时画一画，
完成一张心目中的大创作。”

在《秦始皇东巡》这一题材被
“毙”后，王敬易想到了炉姑传说。
相传在春秋战国时期，有铁牛长
期为害百姓。齐王命冶炼铁牛为
自己铸剑，但铁牛长期在炉中冶
炼仍然完好无损，齐王下令如不
能按时完工，工匠们将被统统斩
首。一名铁匠的女儿闻听此事，为
救父纵身跳入火炉之中，顿时铁
牛化为铁水。齐王被这一惊世孝
举感动，封其为炉神姑。王敬易通
过自己的想象，意欲表现出炉姑
最后一跃的感人情景，并以半落
的衣衫、飞扬的裙裾来凸显美感
与圣洁，孝感动天。后来，画家得
知依然有其他几人做了同样的
选题，无奈只好再次放弃。

舜耕历山塑造传说新形象

前两次选题不成功，王敬易
最终将眼光瞄准了大舜。起初，他
感到这个题目很大，并不好画，更
有张一民的壁画《舜耕历山》珠玉

在前。但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定以
自己的表达方式来刻画新的大舜
形象，义无返顾的投入创作之中。

在王敬易眼中，大舜不仅是
一位领袖，更是一个孝子和参与
劳动、体察民情的贤者。为了与
之前刻画大舜的作品区分开，王
竞艺将关于舜的传说高度提炼，
并以丰富的场景来烘托人物形
象，着重刻画其平民化的一面。
他在创作中吸收了壁画的表现
手法和构成元素，在广袤山川河
流的画面背景下，以飞天、巫祝、
祭祀供养体现出古人的信仰，更
增添了画面主旨的神秘色彩。

此外，大舜带领百姓耕种劳
作，史载“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
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
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得到
了人们的拥护和追随，因而“一
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
成都”。王敬易翻阅史料后，在画
面背景画上了狩猎劳作的场景，
表现原始社会无争、平等而团结
的关系，为画面注入了美好的感
情；在大舜身边添上了爱戴他的
人民，画上了代表圣洁的白象、
衔灵芝而来的孔雀，不仅体现出
大舜的道德高尚，还带有几分佛
教的神圣感。前几稿时，王敬易
还在画面右侧画上了些芭蕉绿
植，但出于画面构图布局考虑，
最终去掉。就这样，一幅充满着
浓郁神话色彩的《大舜传说》诞
生了。画家凭借自己对历史的理
解，塑造出了新的大舜形象，也
获得了评委的认可。

《点彩》刻画
不一样的军旅生活

除了《大舜传说》，在十艺节
优秀美术作品展中，王敬易的

《点彩》也引来了众人的注目。其
实，出身军旅的王敬易常身怀军
人的责任感、使命感来表现军旅
生活。他立足部队，曾创作出《锦
书佳音》、《抗联日记》等人们熟
知的精品。在创作《抗联日记》
时，王敬易历时7个月，深入林海
雪原，在恶劣的气候环境中探寻
抗联的每一个感人事迹，摄取到
抗战时期人物的灵魂。而《锦书
佳音》则以现实生活为题材，再
现了当时战士展读家书的喜悦
心情，充分展示出人物的表情、
性格和内心世界。

本次获奖作品《点彩》，是画
家实地考察特种部队生活，创作
出的以表现特种部队训练、兼具
生活情趣的作品。王敬易说，相
对而言，特种部队的训练强度更

大，难度更高，但年轻战士们以
苦为乐、刻苦训练的精神感动了
我，驱使我去表现他们的形象。
在创作时，画家没有选择训练、
作战等较为激烈的大场景，而是
从侧面入手，抒情的表现生活中
的战士们：由于作战伪装隐蔽的
需要，战士们要在脸上涂抹迷
彩。他们虽在战场上勇猛善战，
但私底下也都是青春活泼的年
轻人，画家捕捉住他们互抹油彩
的开心场面加以刻画，生动再现
这些“最可爱的人”，令观者看后
发出会心的一笑。

喜爱抒情的浪漫主义者

与王敬易接触时间长了，人
们往往会发现他魁梧身形的内
里，有着一颗追求浪漫而善感的
内心。他说，喜用抒情、叙事的手
法与他的性格有关。王敬易的作
品擅长以传统文人画为根基，重
新把线、笔墨及画家的个人情感

提到首位，以笔墨和造型来表现

对传统的理解和把握，或表达个

人对生活的体验。他常是将自己

的情感放逐在笔端，然后娓娓道

来，在水墨的世界里，尽情渲泻，

所以读王敬易的画，也如同倾听

他的心事。例如他的农村题材，

王敬易下笔总将情感深深地融

入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画面总

洋溢着他对沃土的热爱；例如他

的民国往事系列，王敬易以青春

往事系列为主题，引用象征手法

蕴藏他对那段历史的特殊情感，

浪漫而略带伤感，不论从创作材

料、创作手法或艺术情趣上都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此外，他的获

奖作品《大舜传说》与《点彩》，也

都被画家赋以了鲜明的个人情

绪，娓娓道来，朴实而动人。可以

说，在探索多样化的创作表达形

式同时，王敬易更注重用绘画语

言体现心中情愫，用笔墨来讲述

故事，真实感人、惹人遐思。

（东野升珍）

又名王竞艺，1963年生于
济南，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
美术系国画专业，现为山东省
艺术馆副研究馆员、专业画
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主要参展及获奖作品：《江
南春早》入选跨世纪暨建国五
十周年全国山水画大展；《锦书
佳音》入选全军美展；《抗联日
记》，获第二届中国美术金彩奖
铜奖(此届无金奖)；《东北人物
风景写生》获山东省首届写生
展一等奖；《炮兵日记》获“将军
杯”全国书画大奖赛金奖；《岁
月》获山东省首届中国画双年
展金奖；《金婚》入选第十届全
国美展山东展区二等奖，同年
获第二届中国人物画暨蒋兆和
诞辰一百周年美术作品展优秀
奖；《射手》入选第二届少数民
族作品展；《点彩》入选建军八
十周年美术作品展览；《北方九
月》入选第十一届全国美展山
东展区二等奖；《山东的农村改
革》(合作)入选中国第十届艺术
节山东省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
程；《大舜传说》入选中国第十
届艺术节山东省民间文学创作
工程；《点彩》入选中国第十届
艺术节中国画优秀美术作品
展。在《美术》、《大众日报》、《济
南时报》、《齐鲁名家》、济南电视
台刊登和播出介绍专题，并出
版《人物名家王竞艺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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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彩》 入选十艺节中国画优秀美术作品展 270x18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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