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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忠诚筑牢高坝大库

李 晨

（
六
）
耄
耋
之
年
，壮
心
不
已
。
二
〇
一
一
年
，陈

厚
群
勇
挑
南
水
北
调
专
家
委
员
会
主
任
的
重
担
；
随

后
出
任
三
峡
枢
纽
工
程
质
量
检
查
专
家
组
组
长
，
带

领
专
家
组
深
入
现
场
，提
出
数
百
条
建
议
，仅
三
峡
升

船
机
抗
震
设
计
等
级
一
项
，
就
为
国
家
节
省
十
几
亿

元
。
他
说
，﹃
只
要
国
家
需
要
，
我
随
时
准
备
出
发
﹄
。

（
二
）﹃
祖
国
富
强
是
我
追
梦
人
生
的
夙
愿
。﹄
出

生
于
一
九
三
二
年
的
陈
厚
群
，
立
志
要
﹃
为
祖
国
强

大
做
点
事
情
﹄
。
留
学
期
间
，
以
全
优
成
绩
毕
业
的

他
婉
谢
导
师
挽
留
，
毅
然
回
国
加
入
刚
成
立
不
久
的

水
利
水
电
科
学
研
究
院
。
从
此
，
他
的
人
生
与
祖
国

的
江
河
湖
海
紧
紧
相
连
。

（
三
）
一
九
五
九
年
，
广
东
新
丰
江
发
生
水
库
地

震
。
陈
厚
群
临
危
受
命
，
负
责
组
建
水
工
抗
震
研
究
团

队
。
从
未
学
过
﹃
抗
震
﹄
的
陈
厚
群
边
干
边
学
，
与
同
事

们
一
起
攻
坚
克
难
，
使
新
丰
江
水
库
大
坝
成
为
世
界
上

首
座
经
受
住
六
级
地
震
考
验
的
超
百
米
高
混
凝
土
大

坝
，
开
创
了
我
国
系
统
研
究
大
坝
抗
震
安
全
的
先
河
。

（
四
）﹃
别
人
在
地
震
的
时
候
都
撤
退
，
我
们
必

须
要
进
去
，
而
且
要
追
到
最
中
心
。﹄
每
次
地
震
发
生

时
，
陈
厚
群
都
力
求
第
一
时
间
奔
赴
震
中
现
场
，
一

次
次
在
废
墟
中
获
取
各
项
数
据
，
在
实
践
中
总
结
地

震
规
律
，
不
断
深
化
对
地
震
的
认
识
。
这
一
跑
，
就

是
四
十
余
年
。

（
五
）
为
突
破
我
国
地
震
研
究
能
力
﹃
瓶
颈
﹄
，
陈

厚
群
带
领
团
队
建
成
国
内
首
座
大
型
三
向
六
自
由

度
宽
频
域
振
动
台
，
被
誉
为
﹃
世
界
最
佳
坝
工
抗
震

试
验
设
备
﹄
。
为
填
补
我
国
水
工
抗
震
设
计
空
白
，

他
担
纲
制
定
出
水
工
建
筑
物
抗
震
设
计
规
范
和
国

家
标
准
，
让
我
国
大
坝
抗
震
研
究
设
计
引
领
世
界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当代中国，江山壮

丽 ，人 民 豪 迈 ，前 程 远

大 。 时 代 为 我 国 文 艺

繁 荣 发 展 提 供 了 前 所

未有的广阔舞台。”“写

生”是绘画艺术的重要

表现方式，写生作品因

记 录 和 描 绘 了 景 物 的

真 实 状 貌 并 体 现 出 创

作 者 的 个 性 追 求 而 拥

有独特魅力，中外绘画

史 上 有 许 多“ 写 生 之

作”成为艺术名作乃至

经 典 。 在 新 时 代 中 国

美 术 发 展 中 ，持 续 掀

起 的 写 生 热 潮 成 为 突

出 的 艺 术 现 象 。 广 大

美 术 工 作 者 坚 持 深 入

生 活 、走 向 自 然 ，以 大

地为画室，在大自然和

现 实 生 活 的 空 间 里 踏

访 体 验 ，驻 足 凝 望 ，以

多元视角择取景物，立

意 造 型 ，将 饱 满 的 艺

术 激 情 注 入 笔 端 ，创

作 了 大 批 充 满 现 场 感

受、洋溢蓬勃生机的写

生作品，为当代中国美

术 的 百 花 园 增 添 了 绚

丽色彩。

在写生中，大尺幅

的 写 生 尤 为 考 验 创 作

者 的 胆 识 和 能 力 。 以

油画为例，大尺幅的油

画 风 景 写 生 在 取 景 布

势 、造 型 用 色 等 方 面 ，

都 面 临 严 峻 的 挑 战 。

画 面 尺 幅 大 也 意 味 着

作品容量大，在特定的环境中创作者既要捕捉景

物在不同光线下的真实状貌，构筑丰富的作品内

容；又要形成“临场”的艺术处理，使画面拥有强烈

的艺术表现力，成为具有思想内涵和艺术神采的

独特作品。美术工作者并未因困难而退缩，许多

创作者立足中国大地，表现时代精神，持之以恒开

展大尺幅写生，尤其是将主题意识带入写生，使主

题写生成为新时代写生的新追求，推动了写生的

发展，实现了从“写生”到“创作”的升华。

在以风景为叙事主体的写生中，画家的眼中

所见和心中所思密切相关。在我的认识中，风景

不仅是自然的风景，更是具有多重意涵的景象和

气象。例如，风景是历史的风景，在大山大水面

前，可以感受到风景蕴含着历史的沧桑巨变，写生

要刻画的就是风景上的时间印记。风景也是人文

的风景，无论是名胜古迹还是普通景物，都积淀着

文明与文化的深厚内涵。踏访长江黄河，能感受

到中华文明的发源和发展；登临名山大川，可见自

然风华与文化意蕴相映生辉的景象。写生之写，

就是要写出风景中的人文内涵与诗性意涵。风景

更是建设的风景，从城市到乡村，当代中国社会发

展呈现出的恢弘气象是最有活力的风景，劳动者

和建设者的身影嵌印在不断“生长”的风景之中，

绿水青山叠映着辛勤耕耘，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时代理想。大量体现“国之大者”的建设工

程现场铺展出日新月异的景象，呈现出重塑山河

的壮观风貌。风景还是生活的风景，人们安居乐

业的日常生活和民族地区的特色风情，使风景增

添了烟火之气和生活意趣，也使风景写生有了特

别的生机与生气。

“丹青能写此，千载尚传观。”伟大时代的风景

是充满史诗性和现代感的风景，需要美术工作者

在踏访登临时胸怀时代理想，用心用情用力去讴

歌和表现。大尺幅油画写生的意义正在于，以鲜

明的主题意识作为写生的动机，以写生过程中的

创作意识形成作品的相对完整性和语言独特性，

为时代的风景留下丹青写照，让时代的风景成为

永恒的形象。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大
尺
幅
油
画
风
景
写
生
—
—

大
美
河
山

丹
青
写
照

范
迪
安

（
一
）
确
保
高
坝
大
库
抗
震
安
全
是
国
家
重
大

需
求
。
从
三
峡
大
坝
到
白
鹤
滩
水
电
站
等
，
我
国
水

工
抗
震
学
科
奠
基
人
和
开
拓
者
陈
厚
群
，
带
领
团
队

承
担
了
国
内
所
有
超
过
一
百
五
十
米
以
上
的
高
混

凝
土
坝
抗
震
研
究
。
潜
心
钻
研
六
十
余
载
，
他
用
赤

子
之
心
筑
牢
祖
国
的
高
坝
大
库
。

脚步丈量大地 画笔致敬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最

终都是为内容服务的，都是为了更鲜明、更独特、更

透彻地说人说事说理。”在近些年的艺术创作中，我

深感人物写生不能囿于小的尺幅、单一的题材，必

须进行大胆创新突破，用更丰富的画面为人民造

像、为时代放歌，由此开启了大尺幅多人物组合油

画写生的艺术探索。

我的油画写生之路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得益

于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苏高礼、梁玉龙和北京画院画

家张文新的指教。半个世纪以来，我始终坚持以画

笔表现人民生活、彰显时代风貌。从 70 年代中期

的太行农民，到 80 年代烫起卷发的青年女性，再到

如今的牧民、茶农等，都成为我作品的主角。我一

直认为，油画写生之所以几百年来长盛不衰，之所

以为人们所喜闻乐见，之所以能升级为“创作”，皆

缘于这种形式直面现实，能够通过对具体人物的真

切描绘，为时代写下生动注脚。

过去，我的写生作品尺幅往往只有 30 厘米见

方。后来，随着创作能力和创作条件的提升，画面

尺幅扩展到 1 平方米左右，但画面人物始终是单人

的，表达的内容仍有局限。如何进一步丰富画面内

容？怎样记录时代真实印痕？我开始尝试大尺幅

多人物组合写生。前不久，我的油画写生作品展在

中国美术馆亮相。其中的大尺幅多人物组合写生，

便反映了我近年来在人物写生领域的探索。

大尺幅、多人物组合、户外写生，这些关键词决

定了此类写生操作起来难度颇大，所遇的棘手问题

非常多。实践出真知。经过反复的艺术实践，我对

如何解决创作难题多有体会。首先，油画尺幅的加

大并不等同于照片的放大。照片可以按比例扩大

几倍甚至几十倍，油画尺幅增大后，需要创作者对

所描绘的对象有更加准确的把握和表现功力。多

人物组合，需要创作者将所有人统一在一个透视关

系里，同时兼顾构图的节奏、人物关系的组合、各个

人物形象的特点、造型的虚实、色彩的冷暖等诸多

方面的艺术表现。不仅如此，随着画幅增大，前景、

中景、远景的统一，以及人物四周环境的艺术处理

也更为复杂。最大的难题在于，户外写生要面对光

线瞬息万变的挑战，而大尺幅、多人物组合的长期

作业，无疑让这一挑战变得更为艰巨。

与当地百姓深入交流，了解不同地方的风俗习

惯、不同人物的性格特点，是让作品生动、率真、富

有生命力的关键。在山西省长治市黎城县谷堆坪

村进行大尺幅多人物组合写生时，我随机找来 5 位

村民作为模特。在和村民聊天的过程中，我对他们

的淳朴乐观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并将这种感受加以

提炼、融入创作。无论是面对辛劳一辈子的老人、

勤俭持家的妇女，还是面对常年走南闯北的养蜂

人、采摘花椒的能手、擅长种养的“土专家”，我都着

力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强化他们的身份和性格

特征。在创作中我体会到，创作者所面对的模特首

先是有思想、有情感、有故事的人。要准确表现其

精神面貌，就要与其形成对等的交流，由此创作出

的人物才朴实真切。

将写生与创作融为一体，是我在大尺幅多人物

组合油画写生中的艺术追求。湖南省怀化市通道

侗族自治县坪坦乡横岭村，是一个依山傍水的侗族

村寨。我邀请能歌善舞的村民们拿起芦笙、大鼓等

作为模特，以阡陌田园和古朴村寨为背景，完成了写

生《侗寨小乐队》。在内蒙古写生时，我发现对于许

多牧民来说，摩托车已成为与马匹同样重要的交通

工具，便特意请牧民坐在摩托车上，以美丽的蒙古包

为背景，完成了创作。这样的写生方式，既丰富了画

面构图，使人物形象更饱满，又强化了作品的时代感。

外出写生是件苦差事，但由此获得的新知、提

高的技能，悄然反映在我的油画创作中，使我的作

品更具绘画性和写意性。我将在探索大尺幅多人

物组合油画写生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为人民造像、

为时代放歌。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大尺幅多人物组合油画写生——

为人民造像 为时代放歌
韩玉臣

艺术的价值不在于尺幅大小，大有大的厚重，

小有小的精彩。无论所绘尺幅大小，创作者都要有

精品意识。我坚信多看、多思、多辨、多画，才能提

升艺术创造力。有鉴于此，28 年来，小幅水彩写生

一直伴我左右。在近千幅大尺幅的水彩人物和风

景之外，我还创作了千余幅小幅水彩作品，它们都

是我艺术生涯的重要组成。

如果说油彩因“覆盖力”更具“可塑性”，水彩则

因“透明感”更具“流动性”，水与彩的有机结合，使

其不仅拥有明净润泽之美，还极富灵动之感。如何

创作出既具个人风格又兼具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

的作品，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谨严中透着灵

动，内敛中闪烁诗意，方寸中迸发绚烂，咫尺间洋溢

激情——这是我在小幅水彩写生中进行水彩语言

探索所期望达到的境界。为创作出富有诗意的作

品，我不断读书、写作，走近自然、感悟自然，训练我

对情感色彩与自然色彩的感知。那些拂掠而过的

风景和事物，也常常会在某个时刻浮现脑海，最终

内化为另外一种风景，倾泻到我的笔端。

小幅作品的写生与创作，可以显著提高创作者

的观察力、感受力和创造力。我几乎每天都会情不

自禁地在小纸片上随手画一些写生和草图，也画

一些奇思妙想。日常生活中，我会抓住点亮激情

与灵感的各个瞬间，将眼前的书籍、风景、事件等，

甚至是映入眼帘的一道光，赋予文化力量和精神内

涵，在较短时间内以最凝练的方式表达艺术思考，

创作富有活力、美感、意境的小画，如同把厚书读薄

的过程。这是我积累绘画经验和技巧的方式，也

是我持续向内求索、不断开拓与提升艺术境界的

路径。

从小幅作品到超大幅作品，跨度很大，但两者

之间具有内在联系。比如，我经常会把小幅写生，

变成一张草图，再根据主题和画面需求融入更多艺

术元素，直至最终成为一件大型作品。这个过程要

经过反复的思考、一点一滴的积累。我深知要想成

为成功的艺术家，需要几十年扎扎实实的训练。我

经常会把画过的小幅作品拿出来品读，从中获取很

多灵感。小幅作品记录着最生动的艺术构思，也不

断开拓着大型创作的全新视野。

画幅虽小，却无所不包。很长一段时间，我每

年都奔向帕米尔高原，真情描绘朴实善良的牧民和

雄浑壮阔的高原风光。我也时常回归故里，尽情展

现岛城海纳百川的广阔情怀……我画内心的风景、

画质朴的精神、画对生命和自然的理解，通过精心

构思，以冷暖色调的巧妙运用和空间营构，于咫尺

间呈现新的意境和对世界的思考。

小幅写生之妙，在于创作者随时可以提笔速

记、迅速释放创作激情。我选择坚持创作大量小幅

作品，便是因为它能够提供源源不绝的原动力，不

断带来意外收获的同时，指引我一路向前。艺术的

原创性，在于源自真情实感的创造，观众正是从创

作者的激情表达中获得情感共鸣。

艺无止境。不断深入生活，认真发现沿途的风

景、时代的发展、人们精神风貌的变化，才能激发

艺术创造力。未来，我将继续沿着这一方向开拓、

深耕。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水彩画艺术委员会

主任）

小幅水彩写生——

小中见大的美学空间
陈 坚

版式设计：蔡华伟

写生是用美术的方式感悟生活、捕

捉时代气象的最佳手段。新时代，美术

界写生热潮迭起，广大美术工作者走向

广阔大地，速写山川新貌，描绘社会生

活。如何拓展写生传统、更好践行“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文艺观？如何进

一步增强美术创作的原创力？今天，本

版约请 3 位躬耕于写生创作的美术工

作者，结合其自身实践，从不同角度进

行有关写生的思考，助力新时代美术勇

攀高峰。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