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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源于内心的渴望

在选择创作扶贫题材的那一刻，我逐渐明白了这一
主题不仅与我童年的生活经历休戚相关，也是我内心深
处的渴望。我的父亲是老党员。他生前常常深入偏远贫
困地区调研，忘我投入工作，致力于脱贫攻坚与青年人
才的培养，对农村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回忆童年，父
亲与乡亲们一起奋战脱贫攻坚的情景，还时常出现在我
脑海里。

2017年 10月，我被文化部主办的“中国美术学院国
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研究班”录取，全身心投入到扶贫
题材的大型水墨人物创作中。

作为土生土长的湖湘美术工作者，我经常赴湘西写
生与考察。1997年5月大三时，我参与了由王金石老师带
队的矮寨、德夯山水写生，深切感受到苗族人的淳朴与
勤劳。由于湘西地处偏远，其脱贫之路走得更加漫长和
艰难。

2013 年 11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花垣县排碧乡十八洞村，同村干部和村民代表
围坐在一起，亲切地拉家常、话发展，在这里他首次提
出“精准扶贫”。随后村里决定，先从精准识别开始，首
先摸索出“七步法”标准，把困难户识别权交给同村父
老乡亲，以确保贫困户认定的透明公开、相对公平。这
也为全国其他地方提供了重要经验。

2018年2月初，高速公路上处处结冰，我驱车辗转7
个多小时到达十八洞村，深扎采风。这里的梨子寨地处
山顶，青山环抱、家家户户红灯笼高挂，身着五彩刺绣
深衣的苗女三五成群，欢声笑语。我用心观察写生，真
切感受到精准扶贫后的苗寨与5年前的文献图片相比，有
了很大变化。如何直面、挖掘与发现，用水墨语言来再
现这片土地的变化，是我创作扶贫题材的内心渴望。

■ 捕捉村民的动人瞬间

十八洞村由4个自然寨组成，其中梨子寨有108户村
民，当地青年男女多外出打工，村里主要是留守老人和
孩子。在“精准扶贫”提出后的第二年春天，村支书及
扶贫队长等工作人员认真组织召开了贫困户精准识别公

示评议会，参加的村民代表约30人。
我创作这张作品的难点在于，如何从村民代表大会

入手，突出精准扶贫主题，把抽象命题转化为具体生动
的画面。党史专家刘金田老师建议：可以将创作视角转
向对精准扶贫实施过程的首要任务——精准识别的关
注。这让我豁然开朗，找到了创作的关键。

唐代张彦远 《历代名画记》 有载，张璪提出“外师
造化，中得心源”，指艺术家从事创作活动时，要以自然
为师，深入生活，以客观事物原型为依据，同时融汇自
己的思想情感与学养，两者有机结合，才能创造出生动
的视觉艺术形象。孙景刚老师又提议我多看看贺友直老
先生的连环画《山乡巨变》。长期画都市水墨的我，看后
深受启发。我于是持续扎根湘西，走村口、赶集市，以
水墨及铅笔写生等方式，目识心记，捕捉生活中苗族村
民的动人瞬间。

为增强创作体验与感受，我深入梨子寨及周边扶贫
点的苗族老乡家走访。在木屋里，龙德成、石拔专老人
与我拉家常，说起过去家里的灶台四处漏雨，电器只有
电灯，村里没有自来水，冬季天寒地冻只能穿单衣担水
……而现在，村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子越来越有
盼头。老人们说着眼泛泪花，脸上绽开了幸福朴实的笑
容，深深打动了我。

多次走访中，我亲眼见到了贫困户家门前挂着的建
档卡，还有厚厚一摞的扶贫工作进展详细记录；感受到
国家扶贫政策给乡亲们带来的切实的生活改变，也体会
到村民们对扶贫工作的真心拥护以及对实现小康梦的殷
切期盼。

■ 以艺术手法落笔成画

多次湘西深扎采风写生，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
创作构图最终确定以苗屋里常见带窗的木板墙为背

景，采用平放的“葫芦”形态的多人物群像组合构成，
通过人物与人物之间高低错落、呼应顾盼与疏密形成节
奏与韵律，营造一种祥和、流动的苗乡音乐意境氛围。

作品旨在反映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下，十八洞村通
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让村民们自主投票评选，把真正
的贫困户识别出来，帮助需要帮扶的村民，从中表达贫
困山区人民对脱贫致富美好生活的憧憬，传递“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创作主题。

十八洞村精准识别公示会召开在春季，室内场景如
何体现季节，颇费思量。我尝试描绘苗服上精美的五彩
花鸟刺绣，窗外的三两只飞翔的燕子，背篓里的蘑菇与
春笋，青花瓷碗里的新茶等符号元素，呈现春天气息。
通过基层扶贫干部与苗族父老乡亲围坐一起拉家常、淳
朴谈笑，苗屋里挂着的红辣椒、结实的玉米、朴素的青
花瓷罐、门帘上吉祥凤鸟图案的蓝印花布、硕大的苗鼓
以及背篓里可爱的小娃儿等元素，表现湘西质朴的风土
人情。

依据专家意见，画幅最终定格为240cm×450cm。对
于画面不同老人、小孩的五官神韵、年龄特征、动态衣
纹的把握，屋内外各物件的结构、质感的表现，以及苗
绣、蓝印花布等图案，如何在放大稿后仍有耐看生动的
细节，我反复推敲，用心刻画。画中人物形象多取自
2013 年十八洞村参加过座谈的苗寨村民原型，亦是对写
实造型能力的考验。

中国画是线的艺术，东方艺术的典范。意笔线描的
勾勒，我尝试将多年探索的水痕描水墨语言，兼工带
写，进行主题创作实践。

水痕描水墨艺术语言，是以生宣作画，运用宿墨，
中锋行笔，提按顿挫间体悟如锥画沙、如屋漏痕的力度
与拙重，以点入线、点线结合的现代线描表现形式，追
求笔断意连、气韵生动。

《暖心——十八洞村贫困户精准识别公示会》的笔墨
与设色，我保留了传统水墨为上的儒道释思想，探索辅

以西画色彩冷暖关系对比的结合。十八洞村苗服，多为
纯黑、深灰、本白、深蓝或条纹土布制作，无论男女都
会包裹直径约 39厘米黑色头帕。男装简洁朴素，对襟上
衣居多。女服一般为圆领右衽上衣，衣襟、袖口、裤腿
处搭配五彩精美苗绣，层次分明。苗寨木屋一般涂上桐
油防虫防蛀，色重而沉稳。木窗开得不大，但通风透
气。火塘旁，是苗族做手工活、接待客人的地方，屋内
整体光线偏暗。由此，画面整体明确以水墨为主的质朴
基调，辅以随类赋彩的表现，亦结合油画色彩冷暖关
系，将宿墨、玄宗墨、松烟墨、广告黑及各类矿物质、
植物颜料等画材的综合运用，使画面墨色呈现微妙的冷
暖变化与节奏。

全山石老师谈到，无论油画、国画，画面黑白灰的
整体关系很重要。于是我思考：画面主体人物的肤色、
苗服、银饰与背景环境在主色调统一的基础上，进一步
加强冷暖、明度、纯度的对比关系，使画面层次日趋明
快。同时，探索将苗鼓、辣椒、苗绣花朵、橘子等特有
的南方元素，绘成深深浅浅、大大小小的红，在画面形
成跳跃呼应的节奏，烘托会议场景温暖的氛围。

《暖心——十八洞村贫困户精准识别公示会》的创作
经历，让我更加领悟到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向人民学习的真谛。作品先后入选文旅部主办的第
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伟大历程
壮丽画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美术作品
展》 等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录入中央宣传部 2019年主
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共和国美术记忆》，以及2020年中宣部

“脱贫书系重大出版工程”公益项目《决胜全面小康，决战
脱贫攻坚》系列宣传画集等。

作为湖湘美术工作者，我愿意用手中的画笔，去记
录、去再现扶贫过程中各个温暖的瞬间，让更多人的关
注并积极投身于脱贫攻坚战，用美术语言助力社会的进
步和发展。

（作者为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

“平日里，他们如同我们的邻居般‘普通’，但在国
家危难之时，他们却能够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从‘30
后’到‘00后’的几代医务工作者，舍身取义于抗疫一
线，搏命护百姓安康，用人性的光辉照亮了荆楚大地。
他们是真正的国民表率、社会栋梁。”这是我在朋友圈转
发中国画长卷《不负苍生》的微信推送时所写的按语。

“不是世界安好，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这句广
为流传的话，正是人们对所有援鄂医务人员表达的感恩
与敬意。作为一个水墨人物画家，我没有理由不去记录
和表现这些了不起的英雄形象。

中国画长卷 《不负苍生》 从查找资料、确定构图到

绘制完成并撰写出每一位人物的英雄事迹，共历时月余。
长卷绘制了16位奋战在武汉抗疫一线的英雄，包括8

位院士和8位医务人员，其中既有钟南山院士、张伯礼院
士、张定宇院长、陈薇院士，也有“80 后”护师刘丽、

“90后”护士朱海秀、“00后”护士刘佳怡，还有“我不
知道你是谁，但我知道你为我拼过命”的所有援鄂、援
外白衣勇士形象。

《不负苍生》 的创作，从一开始构思描绘一个场景，
或通过环境道具来呈现现实，到最终确定采用纪念碑式
的多幅单人肖像组成一幅抗疫英雄图谱，在人物造型
上，减弱人物动态的过多变化，尝试在相对统一的站姿

中寻求人物动态的微妙变化，构图力求简洁、单纯，让
每个人物形象站立在云烟浩渺的背景之中。

因疫情原因，此次创作与以往的创作有很大不同。
创作前，我无法获得写生机会，甚至无法获得清晰的图
片，只能通过参考、研究大量画中人物不同角度的图
片，揣摩、理解每一个人物的精神面貌与形象特征，依
据过往的绘画经验，对每个人物形象的造型特征做出归
纳，再进行细致、深入地刻画，力求在“形准”的基础
之上，突出每个人物不同的个性特征与神态。

作品一方面要让人感觉到画中的这些英雄就是生活
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另一方面也必须体现出他们无所
畏惧、挺身而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不
凡与伟大。

疫情发生后，美术作品发挥出鼓舞人心、传递正能
量的作用。艺术抗疫不仅在于记录疫情中逆行的时代英
雄，还在于引起人们的思考，以示后人。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不负苍生 （局部）（中国画） 黄华三不负苍生 （局部）（中国画） 黄华三

◎创作谈

我画《不负苍生》
黄华三

本报电（记者赖睿） 中国美术家协会日前举行
了“弘扬伟大抗疫精神，致敬中华英雄儿女”——

《战疫中国：全国美术作品选》 出版座谈会暨向抗
疫英雄赠书、赠画仪式。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美协迅速响应，先
后向湖北省美协发出慰问信，向全国美术家和美术
工作者发出倡议书。全国美协系统迅速行动，各地
美术家和美术工作者克服困难，倾情创作。截至 2
月 15 日，中国美协共收到包括中国画、油画、水
彩·粉画、漫画、连环画、宣传画、素描、速写、
雕塑、版画、漆画、综合材料、儿童画、工艺美术
等作品约 3.6 万件。各省市美协接收来稿约 4.5 万
件。随后，中国美协与人民出版社、雅昌文化集团
一道策划，从中精选 255 件作品汇编成 《战疫中
国：全国美术作品选》，5 月正式出版发行。其中
102 件作品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8 月举办的“众志成
城——抗疫主题美术作品展”中展出。

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徐里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广大美术家和美术工作者
用手中画笔努力描绘伟大时代的精神图谱，表现最
美中国人，用美术作品凝聚起人民群众抗击疫情的
强大精神力量，抒发爱国情怀，宣传普及疫情防控
知识。这些作品以美术形式记录历史，能够让世人
借此铭记这段历史中大家所做出的奋斗和牺牲，所
展现的顽强拼搏精神。

开栏的话——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
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自本
期起，人民日报海外版推出“决
胜图景”栏目，邀请艺术家讲述
创作脱贫攻坚、全面小康主题作
品的故事与历程，让读者在这些
画面和文字中感受脱贫致富奔小
康的喜悦。

再现十八洞村暖心场景
王奋英

再现十八洞村暖心场景
王奋英

向抗疫英雄赠书赠画

暖心——十八洞村贫困户精准识别公示会 （中国画） 王奋英
水墨写生：十八洞村 王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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