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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
今日济南

于钦彦：践行《讲话》精神 繁荣文艺事业
“盛世百花——— 纪念毛泽东同

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
表70周年美术作品展”将在山东省
美术馆隆重举办。日前，山东省文联
党组书记、副主席于钦彦与本报记
者就新时期如何践行《讲话》精神、
推动文艺事业繁荣发展进行了交
谈。

◇记者：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

周年。70年来，时代在发展，社会在
进步，今天我们重温《讲话》又有怎
样的意义？

◆于钦彦：1942年5月23日，在伟
大的抗日战争的艰苦阶段，毛泽东
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深刻阐明了党对文
艺工作的基本方针，精辟论述了文
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内容与形
式、继承与创新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70年来，《讲话》精神一直在与时俱
进、丰富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
来，我们党始终强调文艺工作要坚
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要贴
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人
民放歌，为人民抒情。这些具有鲜明
时代特征的文艺方针政策引领着文
艺事业大踏步地向前发展。今天我
们重温《讲话》，倍感亲切、备受鼓
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
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
标，我们山东省委九届十三次会议
提出了加快文化强省建设的一系列
战略任务，可以说文艺的春天已经
来临，文艺工作者大有作为的时代
已经到来。作为新时期的文艺工作
者理应以更加清醒的文化自觉和更
加坚定的文化自信，坚持“二为”方
向、“双百”方针和“三贴近”原则，关

注时代，拥抱生活，积极投身到文化
建设的新高潮，为山东经济文化强
省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记者：当前，文化建设的任务
尤为繁重，作为我们山东的文艺工
作者应当以怎样的具体行动践行

《讲话》精神？
◆于钦彦：我想，在当今时代，

文艺工作者要践行好《讲话》精神，
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起码要在以下
几个方面多下功夫，或者说在以下
几点相互共勉：

一是应当更加关注这个伟大
的时代，深入火热的改革建设生
活。从历史上看，一切有成就的文
艺家，无不注重在时代进步的伟大
实践中汲取创作灵感，产生艺术创
作的火花。因此，文艺工作者应当
更加自觉地投入到改革建设的实
践中去，把个人的艺术追求融入社
会发展的洪流之中，贴近生活，贴
近实际，贴近群众，这样才能获取
大量鲜活生动的生活素材，发现
美、创造美，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
笔触去鼓舞人、引导人，为社会发
展建功立业。

二是应当更加重视继承优秀
传统文化，更加重视文艺创新。推
进文艺发展，基础在继承，关键是
创新。我们常说“站在巨人的肩上”
才能超越前人，就是讲只有继承前
人优秀成果，才能创新发展、超越
前人。齐鲁文化博大精深，是一个
挖掘不尽的富矿，各个艺术门类都
会从中发现、汲取到无尽的力量。
当然，继承传统不是泥古不化，要
善于和敢于创新，不断解放思想，
与时俱进，推进文艺观念、内容、风
格和流派的创新发展，在文艺体

裁、题材、形式和手法上主张百花
齐放，博采众长，推陈出新，这样才
能调动起每个艺术家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才能创作生产出更多思想
性、艺术性和欣赏性相统一的精品
力作，齐鲁文艺的百花园才会呈现
枝繁叶茂、万紫千红的景象。

三是应当更加自觉地履行人
类灵魂工程师的职责，争做德艺双
馨的艺术家。大家都看到，历史上
和现实中影响重大的艺术大师，都
是德艺双馨、德高望重的艺术家，
没有崇高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艺
术才华，不可能成为人民群众推崇
的艺术大家。所以，我们文艺工作
者应当追求德艺双修、德艺双馨，
用自己良好的模范的言行和优秀
作品去传播先进文化，弘扬人间正
气，风成化习，果行育德，为人民群
众奉献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为社
会文明进步贡献新的力量。

◇记者：最近，由山东省文联主
办、省美协承办的“齐鲁颂·山东中
国画山水作品展”在京展览后，各界
反响热烈。今年文联还将举办哪些
贯彻《讲话》精神的文化艺术活动？

◆于钦彦：近年来，在省委宣
传部的领导下，山东省文联和省美
协启动了“齐鲁颂·‘三个一百’艺
术创作工程”，即以美术元素艺术
地表现“百位山东历史文化名人”、

“百项山东重大历史事件”、“百处
山东重要名胜古迹”，同时精心筹
备“齐鲁颂——— 山东中国画山水作
品晋京展”。这个展览于4月28日在
中国美术馆隆重举办，以“讴歌祖
国山川、礼赞齐鲁大地”为主题，共
展出当代山东山水画坛76位老、
中、青三代知名画家精心创作的

109幅精品力作，效果很好，反响较
大。可以说这些文艺活动，是山东
文艺界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
全会和省委九届十三次会议精神，
积极培育、发展“齐鲁画派”，弘扬
齐鲁文化和齐鲁精神，推进山东文
化强省建设的具体实践，也是纪念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发表70周年系列活动之
一。今年，我们将要以“讴歌新时
代、喜迎十八大”为主题，举办“第
五届山东国际大众艺术节”，营造
良好的思想文化环境，为丰富和活
跃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促进文化事
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记者：最近，《齐鲁晚报》将举
办“盛世百花——— 纪念毛泽东同志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70周年美术作品展”，您认为这次展
览具有哪些时代意义？

◆于钦彦：《齐鲁晚报》作为主
流权威媒体，具有覆盖面宽、受众面
广、亲民性强、可信度高的特点，我
每天早晨都看《齐鲁晚报》，一报在
手，便知天下。在当下文化事业和文
化产业大发展的背景下，新闻传媒
有责任去搭建连接艺术与大众的桥
梁，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高雅艺术
品，为受众提供可信的、真实的艺术
信息，打造起良好的艺术交流平台，
这是贯彻落实《讲话》精神的具体行
动。“盛世百花”美术作品展将是一
次主题重大、特色鲜明、高质量、高
水平的展览，在满足人们对艺术审
美需求的同时，也能更好地认知艺
术品的市场知识，为人们艺术投资、
理性收藏起到指导性作用，必将促
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繁荣发
展。 (东野升珍)

“二为”方向

即文艺为人民服务、为
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党中央
根据新的历史形势和任务，
提出的新的文艺工作的总
口号。1980年7月26日的《人
民日报》社论，向人们传达
了党中央的这一精神，通常
简称为“二为”方向。

“双百方针”

指1956年毛泽东同志
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方针。该方针以发展
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为目
的，提倡文艺工作者在为
社会、为人民服务的前提
下，可以运用各种形式、各
种风格、各种流派进引艺
术创作，鼓励各种艺术门
类的蓬勃发展。

“三贴近”

指文艺贴近实际、贴
近生活、贴近群众。这是十
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一
项重要要求。遵循这一要
求，宣传思想战线把“三贴
近”作为改进和加强自身
工作的一项重要指导原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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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七十
周年美术作品展”上，我省著名画
家岳海波、李兆虬将展出他们的近
期力作《武昌首义——— 攻占楚望台
军械所》。这幅作品高2 . 4米，长8米
有余，一经面世便获得广泛好评，
这也是它在山东地区的首次亮相。

为了真实地还原、艺术地再现
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武昌首义，
岳海波、李兆虬两位画家曾翻阅大
量书籍报刊，检索网络信息，分门
类整理筛选、积累了丰富的创作资
料。为避免过去不少历史题材创作

中存在的站桩式构图，他们特意安
排组织起义的下级军官为画面中
心情节，其他战士则有序分成几
组，有的因拿到新式武器而欣喜不
已，有的正探讨武器使用方法，也
有人在一旁休息思考，现场感强
烈。他们还分析、设想了战士的具
体面貌，对发型、衣着做了不同设
计：有剪过辫子、还留着齐耳短发
的，或刚剃过头、头皮青紫的，身上
穿着清末民间的布靴、留着日式小
胡……在画面的结构上，两位画家
充分运用新材料新技法，借鉴老照
片泛黄的色调，注意黑、白、灰和强

烈黑白起伏的经营，控制好画面的
松紧虚实对比、前后呼应，努力营
造出一种黑夜里烟火明灭，光影散
乱，人声嘈杂，气氛不安而迷茫沉
重的典型环境。

辛亥革命已远去多年，它跨出
了推动历史前进的第一步，重要意
义不言而喻。岳海波和李兆虬两位
艺术家以这幅有历史意义的精品
力作，于百年之后讴歌纪念辛亥革
命，向当时无数革命勇士致礼。只
有把这种革命精神继续发扬光大，
才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后人，无
愧于千千万万的革命先行者们。

此次展览上，中国美术
家协会理事、中国油画学会
理事、山东省油画学会副主
席陈国力将为众多艺术爱好
者带来他的几幅享有较高知
名度的精品力作，再现革命
战争年代的火热情怀。其中，
曾于1991年荣获“纪念建党70

周年全国美展”银奖(最高奖)

的油画《丰碑》，十分引人注
目：中国北方独有的刀削斧
砍似的硬石群山背景前，一
辆经过历史浸泡，却依然坚
实的木制独轮推车，竖架在
山巅的磐石之上，向人们默
默陈述着一个关于征途，关
于烽火，关于中国民众为中
国革命胜利克服千难万险的
故事。

《丰碑》是一幅寓意深刻
的精彩之作，画家力避人所
共知的表面情节和平面思
维，以其简洁、精炼、毫无多
余陈设的独特构思，为这类
题材的创作找到了一条直达
核心的道路。远山象征着人
民大众，近景磐石象征着国
家的牢固基础，而独轮车那
断裂的木撑、斑驳的疤痕，包
含着无数感人泪下的故事和

英雄形象。陈国力以传统的
创作手法为千千万万为共和
国做出牺牲和贡献的无名英
雄——— 支前民工树碑立传，
色彩苍凉、深沉而凝重，使整
个画面显现出冷峻、丰实、精
细、悠远的历史扩充感，人们
置身画前，如同置身于一座
革命历史的丰碑前。

除此以外，陈国力入选
第九届全国美展的油画《永
久的回响》和荣获第十届全
国美展铜奖的色粉画《胜利
者——— 无名的战士》也将出
现在此次展览中。陈国力说，
精神属性是艺术品的根本，
所以，艺术家要在表现社会
主流精神、加强艺术作品精
神内涵上多下功夫，要走在
历史的前沿。我的创作以反
映国家重大历史事件，体现
风土人情，歌颂主旋律为主，
这些年的创作积累更加深了
自身的历史责任感。我们党
在带领群众争取独立、解放
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可歌
可泣的故事，是时间不能磨
灭的光辉，我们要用艺术形
式表现那些值得我们永远铭
记的人和故事。

岳海波（山东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
国美术家协会综合材料绘画与美术作品保存修复
委员会委员）：

毛主席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
召让艺术走进大众，指导了新中国文化艺术的发
展方向，促使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了一批优秀的融
入了时代变革的作品。

在过去特定的年代里，《讲话》精神把文化从少
数人手里解放出来，回归到大众之中，今天看来，它
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齐鲁晚报举办的这次展
览以历届纪念《讲话》美展或全国性美展上的入选、
获奖作品为主，让这些画和大家见面，不仅是对延
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是一种重温、弘扬，还能够鼓励
广大艺术家更关注现实、关心生活，是具有较强学
术性的一次展览。

李兆虬（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济南市
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济南出版社副编审）：

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精神要求画家
为工农兵老百姓代言，是非常具有指导意
义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为某个小群体代
言也并非易事，更何况人民群众这个大规
模群体。所以，我要在“为老百姓而画画”这
句话里加一个字，成为“作为老百姓而画
画”。虽然身为画家，我的生活同周围普通
百姓毫无区别，我的喜怒哀乐、所思所想、
兴趣所在，也是他们的。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文艺工作者学会角色的转换，把自己的
身段放低，融入群众生活之中，更符合毛主
席的讲话精神，更有利于创作出贴近百姓
的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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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历史 铭记精神
———《武昌首义——— 攻占楚望台军械所》首次亮相山东

陈国力和他的《丰碑》

▲《武昌首义——— 攻占楚望台军械所》局部 岳海波、李兆虬合作

▲《丰碑》 陈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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