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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励精图治，40年砥砺前行，40年闯
关夺隘，40年激浊扬清。改革开放四十年
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卓绝奋斗，推动了我
国社会全方位变革。在改革开放进程中，
中西方文化相互交汇，相互融合，无论是
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各个领域都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生发出前所未有的活
力与能量，使人们从物质到精神都焕然一
新。当然，作为上层建筑文化形态的美术
领域也籍改革而鹈鴂先鸣，扬鹢帆而风信
有声——— 韦辛夷就是这改革大潮中的一
位手把红旗向涛头立的弄潮儿。他的一幅
中国画《小岗村之夜》就向我们揭示了四
十年前改革的先声。邓小平同志曾在1992
年南方谈话中就说过，中国的改革是从农
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

艺术家韦辛夷作为中国画界的佼佼
者，领衔山东画坛人物画创作。改革开放
四十年以来，在中国人物画的探索中，他
注重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并旁及西方
艺术，从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两方面双向
崛进。韦辛夷以笔墨造型能力强而为人称
道，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中国画鸿
篇巨制来反映这个鲜活的时代，恰与改革
开放四十年相脉动、相契合。

一

在一个夏日的午后，刚刚下过雷阵

雨，湿润的空气沁漾着花木的气息，我们
一行三人来到韦辛夷先生工作室，与其说
是采访，不如说是听他叙说，因为他是一
位有故事的画家。

“说来也巧，恰在二十年前，我画了又
二十年前的一幅历史画，这幅画恰恰是反
映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个起点。”

韦辛夷先生的这个开场白，让我们饶
有兴趣地听他讲下去。

“那是在1998年，为了搞好第九届全国
美展的创作，我遍寻选题，这天有媒体刊
登一篇题目为《小岗村，神州改革的第一
声春雷》的报道引起了我的注意。这篇报
道是介绍小岗村的，说的是在1978年11月24
日，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按手印签下生
死状，承包土地实行大包干的事情。现在
的年轻人可能不大理解了，不就是分田到
户嘛，有什么了不起？真是事过境迁！在当
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在割‘资本
主义尾巴’的年代，你去分田？那是有可能
要掉脑袋的。”

我们这些八零后、九零后出生的一
代人，的确不能深刻了解了，有些隔膜
了。

辛夷先生接着说：“我就想了，今年
是1998年，恰是二十年前的事情，这是
个好选题！我应该在这个节点上走一
趟，到现场采访，现场考察，抓住这个题
材。于是我就行动了，先到济南市委宣

传部开了工作介绍信，再约画家王良同
往。收拾停当，11月22日出发，第二天上
午到凤阳县宣传部换了介绍信，再租车
来到小溪口镇，记得一位叫张从安的副
镇长接待了我们，他同时兼任小岗村书
记。到了小岗村，首先采访了当年发出
动议的小队长严宏昌，24日也就是18位
农民签生死状20周年纪念日当天，再到
小岗村采访第二位当事人严俊昌，掌握
了第一手素材后，对我的选题和创作心
里就更有底了。”

“回来后完成小草图。为了画好这
18位改革勇士，我再赴山东沂南山村，
根据画面需要收集了创作所需的生动
形象，经过两个月的努力，这幅《小岗村
之夜》(曾用题目《小岗村1978年11月24
日夜》)顺利完成了，并在山东评选中胜
出，一举入选第九届全国美展。”

“这件作品在构图上采用团块状构
图，18位开拓者围着一张矮桌，桌上有
一盏用墨水瓶改装成的油灯，众人神情
肃穆，都注视着那张决定命运的、按满
手印的小学生练习簿撕下的一张纸。背
景采用抽象手法做了肌理，如同斑驳老
墙壁，也如同升腾的火焰，把按满红手
印的字据叠印在背景上，汇同下面人物
的组合，就有了干柴烈火的意象，寓示
着这寒夜僻乡的一星灯火，必将成为燎
原之势而映照全中国。”

听了韦辛夷先生的讲述，面对这
幅凝重的画图，好像打开了一扇窗户，
对四十年前的过往，对那春雷隐然涌
动的时刻有了形象的认识。就是这样
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子的18户农民，以
宁要吃饭也不怕掉脑袋的气概，按下
生死印，宣布要按自己的意愿分田种
地，由此引发了一场随后席卷全国的
打破农村旧的经济体制、解放农村生
产力的“第二次革命”。在四十年后的今
天审视那场变革，虽说渐行渐远，却也
日渐日近，我们今天的姹紫嫣红，不正
是那凌寒的一枝红梅引来的浩荡春
风？我们也感谢韦辛夷先生创作的敏
锐性，让我们通过二十年前的跳板，再
向前跳跃二十年，让时空穿越，让时空
给我们以真切的思索。

二

谈过《小岗村之夜》后，我们又问了
第二个问题：在这四十年的创作生涯
中，辛夷先生您始终有“大我”情怀，创
作了一系列关注现实、关注民生的作
品，在这四十年里您还创作了哪些代
表作品？

韦辛夷先生说：“这几十年来，我的
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无论事务工作多
么繁忙，都不能丢下创作，从某种意义
上说，我是抓住创作不松手，力求让创

作贴近时代，与时代相谐振。”
“我在1991年创作了《鸿蒙初辟》，

这是为建党70周年表达的一份心声；
1992年创作了《在那个夏天》展现了钢
铁企业女工的风采；1995年创作了《蓄
须明志》表达了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的
意愿。这一年还创作了数幅钢铁企业
题材作品《这个冬天不太冷》《钢城日
记》等，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这是对
在济南钢铁厂深入生活三年，辅导基
层美术试点创作的一次汇报；1996年创
作了《日出日落》，展现了济南交警的英
姿；1997年创作了《好日子》喜迎香港回
归；1998年创作了《小岗村之夜》，刚才
已经详细说过了，不再赘述；2004年创
作《谁持彩练当空舞》，为我国第一位载
人飞船宇航员杨利伟造像；2008年创作

《拯救希望》，歌颂汶川抗震救灾中的解
放军战士；同年创作《大地之子》，塑造
袁隆平先生巨幅头像；2013年创作巨幅
历史画《闯关东》；2014年创作《拾荒
者》；2015年完成重大题材历史画《稷下
学宫》；2016年创作红军长征题材《苟坝
的马灯》；2017年创作大幅风俗画《腊月
二十三》和历史画《鞌之战》等等，后来
的这些创作因年头比较近，大家也熟
悉，就不啰嗦了。”

“总之，这几十年来，我在创作上遵
循关注现实生活、体现人文关怀的指
导思想，努力创作让人们看到美好、看

到希望、看到梦想、积极向上的作品。我
还要继续画下去，多创作有骨气、有个
性、有神采的作品，用画笔展现人生，为
社会奉献丹青。”

在艺术的道路上韦辛夷先生是
一位修行者、探索者；在文化感知
上，先生是一位思考者、布道者；在
责任担当上，先生是一位美好生活
的引领者、美丽国家的讴歌者。从改

革开放四十年的纵向去看，韦辛夷
先生是一位记录者、先倡者；从现实
生活的横向去看，先生是一位先觉
者、定格者。总之，韦辛夷先生是一
位时代的歌者、思想的智者、寻梦的
行者、命运的强者。我们期待着在这
新时代，他更多地用手中的画笔展
现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
炽热的心，以传世之作去感动社会，
以扛鼎之作去昭示未来！

采写：田超楠

▲小岗村之夜 195cm×223cm 1999年

▲谁持彩练当空舞 230cmx200cm 2004年 ▲好日子 185cmx195cm 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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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画家韦辛夷创作历程访谈

韦辛夷，1956年生于山东济南。中国美术家协会
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擅长中国人物画，毕业于山
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1992年深造于中国美术学院
刘国辉教授工作室，为首届中国人物画高级研修班
成员。曾任第四届、第五届济南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副主席；第五届、第六届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现为山东省美术家协会顾问，济南市美术家协会主
席，山东书画学会副会长，济南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代表作有《鸿蒙初辟》、《蓄须明志》、《马陵道》、
《灵山法会图》、《在那个夏天》、《小岗村之夜》、《广陵
散》、《怀沙》、《好日子》、《拯救希望》、《大地之子》、

《闯关东》、《拾荒者》、《苟坝的马灯》、《稷下学宫》、
《鞌之战》、《腊月二十三》等。其创作风格凝重奇谲，
具感染力和人文内涵。被誉为“融古今中外于一体，
得诗文史舆之四味”的实力派画家。其水墨小品恬淡
隽秀、意韵悠长。曾多次出访德国、法国、意大利、俄
罗斯、韩国、埃及、越南等国家进行艺术考察交流活
动。出版美术专著《占有空间·韦辛夷水墨人物画创
作心迹》、《当代中国画精品集·韦辛夷》、《金手指美
术自学丛书·写意人物》、《写意古装人物·仕女篇》、

《写意古装人物·钟馗篇》、《中国画名家丛书人物名
家·韦辛夷》、《名家·韦辛夷画高士》。出版文集《提篮
小卖集》、《担水劈柴集》、《我看可以》。

▲采访当事人严宏昌(右)

▲采访当事人严俊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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