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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艺术家用画笔记录伟人岁月

既既有有伟伟大大也也有有平平凡凡

《香山·1949》是一幅为庆祝新中国成
立60周年所创作的作品。在我围绕着展览
主题准备作品时，偶然在一本画册里看到
了著名“红墙”摄影家徐肖冰拍摄的一张照
片，毛泽东缓步跨进双清别墅的背影令我
砰然心动。我想起了他“进京赶考”的著名
讲话，那么，为什么不能将他进入双清别墅
的大门看作是进入“考场”的第一站呢？循
着这个思路，我找到了画面的“核”。其实，
这幅作品我最想表现和倾力刻画的，是毛
泽东的背影。那伟岸而略显迟缓的形体动
态，既有人的真情，又有不凡的意趣，人物
造型所蕴含的意味和气度，有一种令人难
以言表的沧桑和恢弘。我对人物的体量感
的表达，几乎到了一种痴迷的程度，我觉得
这种体积感、分量感表现的越充分，就越能
反映出毛泽东作为人的真实的一面和作为
领袖的杰出的一面。环境的设置是围绕人

物而展开的，尤其是光线的安排，带有显著
的象征意味——— 毛泽东“胜似闲庭信步”地
迈进新中国的曙光里。

创作完成后，有朋友提出毛泽东的
形象缺乏领袖的气魄和庄严，但我不客
气的争辩，我想表现的正是人物人性的
一面；也有朋友认为，用背影表达领袖，
是一件颇有挑战性的创新，我在感谢朋
友抬爱的同时，也不敢苟同。因为在中国
现代革命历史画创作领域中，早在半个
多世纪前，就诞生过石鲁的《转战陕北》
和钟涵的《延河岸边》等作品，虽然我的
兴趣点和前辈们有所不同，但在视觉形
式上均采用了背影的角度，也就谈不上
多少新意。我最大的愿望是将毛泽东还
原为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一个传说
中的“神”，这种表达方式，更加真切地凝
聚了我对他老人家的怀念和追思。

许向群：伟人的“背影”一样打动人心

伟人的精神是值得铭记的，伟人的事迹是值得怀念的，因此，我们有许许多多
艺术家为伟人造像。此次在12月26日即将举办的“江山如此多娇——— 纪念毛泽东同
志诞辰120周年书画创作展”上，三位同样有着军旅生涯的艺术家，将为观众展现出
他们塑造主席形象的力作。这三位艺术家有着极强的概括力、想象力和善于用细节
描摹人物的表现力，并以富有艺术感染力的笔墨语言，力求准确地营造出伟人的点
滴事迹及其思想情感，力图浓缩一段特殊的历史或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以不同的
视角和方式，为我们展现出伟人的风云岁月。

《草地行》这幅作品以毛泽东
过草地为主题，刻画了毛主席为徐
特立牵马前行的形象，创作灵感来
自于《长征》电视连续剧的一个情
节：毛泽东率领大部队过草地，在
休息的时候，他问警卫员，“你有没
有看到徐老 (徐特立 )？”警卫员说，

“没有看到”。这时，毛泽东同志抬
头望了望，见徐老自己背着粮食
袋、扛着枪，远远走了过来，便走上
去关切的问道，“你的马呢？”徐老
说 ，“ 我 把 马 让 给 了 那 些 大 学 生
们”。当时，有很多大学生参加革命
队伍不久就跟随大部队进入草原，
在艰苦的自然条件和长途跋涉中
已经累得走不动路、甚至病倒，徐
特立便把自己的马给了他们。

毛泽东得知原委后，便坚持让
徐老骑他的马，并帮徐老背包裹、
牵马前行。徐特立是毛泽东的老
师，据统计，长征两万里，徐老骑马

不过二千里，人称“徐老徐老真是
好，不骑马儿跟马跑”，而毛主席更
是尊师重道，关爱革命同志，亲自
为老师牵马。看到这里时，我非常
感动。当时，我和我的同学们刚刚
跟随刘大为老师重走长征路不久，
参观了遵义、井冈山等地区，深深
为这些革命志士的高尚品格感动，
就提笔画了这幅作品。我从生活入
手，以充沛的感情做积淀，用简练
的笔墨形式，浓缩、定格历史瞬间。
在这里，毛主席不仅停留在“伟大”
层面，也展现出他真实“人”的一
面，也有恶劣环境反映在人们面部
上的忧虑和困苦。这种百姓化、平
民化的手法是我在刻画人物肖像
时最常用的，也能使观者深切感受
最真实的历史，感受到革命家们的
艰苦经历和非凡精神。而这种精
神，在当代会更加宝贵，更加具有
启示意义。

庄明正：展示伟人最真实的一面

黄河巨浪滔天，绵延万里，是我们的母亲
河。但由于人们对自然的开发不善，她也成为
了沿河省份的一条“害河”。建国后不久，毛泽
东同志首次视察黄河，便发出了“一定要把黄
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要求政府兴建水
利工程，做好防洪工作，防止沿河百姓再受河
水泛滥之苦，将黄河真正变成一条为人民谋
福利的河流。

主席心中装有人民，要为百姓办好事，因
此，历朝历代棘手的治河难题，成为新中国的
重要工作。有感于此，我创作了这幅作品。在
刻画人物形象时，考虑到主席沿着黄河岸边
诸省考察，不畏风吹日晒雨淋，便以雕塑的手
法来表现主席的伟岸形象，其面目刻画则呈
献给观者以铜像之感。与此同时，画面以“黄
河之水天上来”的滔滔大河作为背景，以泼
彩、泼墨相结合的表现形式，大开大合彰显气
势；人物刻画采取线与面相结合的形式，大风
掀起了主席的衣角，吹乱了几丝头发，而这些

“动”，与主席人物本身稳若泰山的“静”形成
对比，增强了感染力。这样的渲染使整幅画面
富有了浪漫气息，表现出一代伟人毛泽东心
怀民生、敢于“改天换地”的气魄。

这幅作品是我2002年开始着手创作的，经

历了十多年的时间。同时，这也是我“毛泽东
视察黄河”主题创作的第二稿，第一稿曾于
1999年发表在《美术》杂志上。我希望通过使用

简洁的笔墨，通过人物形象和表情传达其内
心丰富的情感活动，通过一个瞬间，表现伟人
的情怀，表现那段不可磨灭的历史岁月。

刘书军：黄河之水衬托伟人气概

（东野升珍/文）

▲香山·1949 190×120cm

●许向群（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辑）

●庄明正（北京美术家协会理事、解放军
总医院杏林书画院副院长）

●刘书军(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山东省美术馆专职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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