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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探访大凉山

遵循“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理念，2018年
5月至10月期间，创作组成员先后三次深入大凉山，重
点考察了平均海拔 2500 多米的彝族贫困村——三河
村，还有易地扶贫搬迁的新村——火普村。

第一次到大凉山腹地三河村，我们挨家挨户走访村
民，参观新型草莓种植园和羊肝菌养殖基地，对三河村

有了直观的感受。大凉山的轮廓印在我们脑海里，为创
作主题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采风，创作组正好赶上在当地召开的“习近
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村”会议，会上火普村村支书对当地
的草莓种植脱贫示范户进行表彰，我们记录下这一幕：
受到表彰的村民把“脱贫示范户”奖牌举在胸前，他们
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微笑。创作组被这朴实的笑容感
染，决定选取这一瞬间作为表现内容。

确定好创作内容后，创作组开始了第三次大凉山之
行。为了寻找典型形象，我们先后住到了村民勒则日土
家和曲木阿牛家。两个彝族家庭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支
持，大家一边拉着家常一边写生，常常画到深夜。写生
过程中，我们做到不扰民，按照当地的生活习惯，采用
蹲点创作和写生采风的方式采集素材。

三次大凉山之行，让我们对人物形象、人物性格、
民族特色、民族历史等有了更立体、更深入的感知。

表现人民性和时代性

本次创作我们着眼于表现人民性和时代性。每到一
个阶段，就从“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实践视角，重
返创作对象的环境继续充电，挖掘民族团结、脱贫攻坚
的人物故事，在学术上引入理论专家、当地民俗专家，
定期给予专业指导，从画面结构、人物形象、民族习
俗、历史考证和艺术呈现等多个方面对创作作品的准确
性、艺术性进行把关，真正做到“深入体会，充满感
情，全面考察，细致描绘”。

创作中最难处理的，还是写实作品里的绘画性问
题。写实性绘画特别容易陷入刻板、僵死、摆拍等状
态。这幅作品题材是现实的，内容是具象的，在画面构
成相对稳定的状态下，怎样能够跳出这种局限性，摆脱
像照相机模式的照搬照抄，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去追求
作品的绘画性？这就需要对现实性素材进行主观化处
理，包括画面的疏密组织、人物形象、画面色彩等。作
为一幅大型工笔画创作，在线与形的框架下，怎样突破
色与形、色与面的关系，追求薄中见厚、浑然厚重的画
面感，也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构图上，我们画了大量草图，从局部到整体，可谓
废稿三千。最终形成了两张草图并入围：第一张描绘的
是草莓大丰收的场景；第二张是村支书和众村民在车站
喜迎受到脱贫示范户表彰的村民代表的画面。我们选出
第二张草图作为最终方案。

在画稿修改过程中，创作组经过无数次的集体讨
论，其中也有争执、分歧，但是大家的目的都是相同
的，就是用最大的力量、最真挚的行动来完成这张作
品，最后总能统一思想，达成共识。

设色上，我们保留肤色、服饰“固有色”，追求一
种纯朴而又强烈，鲜明而又庄重，简洁而又大方的理
念。彝族兄弟黝黑的肤色、“黑红黄”的民族服装色彩
以及服饰的几何构造等，都展现出了他们爽朗敦厚的性
格。在绘制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尝试、推敲，充分发

挥了中国画材质上的特殊性，把水色和矿物色的使用相
结合，突破原有工笔画的赋色方式和色彩搭配，画面典
雅又不失浓厚丰富，传达出时代的气息。通过这些色彩
处理，找到了人物造型与人物内在性格相互关联的有效
纽带。

造型上，创作组与村民同吃同住，和彝族同胞成了
朋友，人物特点在我们心中有了立体的“画像”。我们
把人物形象在写实的基础上抓住其特点适度夸张，强调
代表性、民族性、雕塑感和力量感。为了表现脱贫攻坚
战经典性、纪念性，我们将人物造型画到真人大小。画
幅最终定为2.8米高、5.5米宽。这已经是工笔画的超大
尺幅。

大型创作中更应该注意画面的疏密和连贯性。把琐
碎的部分统一在大面积的形体中，统一却又不失细节是
这幅作品一直都在把控的。在画面黄金分割位的是“脱
贫示范户”，他手捧表彰牌，身戴大红花，厚而有力的
双手，黑黝质朴的面庞，面带微笑，是典型的彝族老农
形象。旁边的群众和村支书是我们根据原型写生而来，
他们的眼神都聚焦到“脱贫示范户”身上，做到了画面
人物众多，主体突出。画面中人物的疏密组织、高低错
落，均经过反复推敲、精心设计。

创新与收获

我们在注重深入传统艺术的同时，通过对生活时
代的深入感知，运用不同的媒介和材质，对一些传统
审美经验、观看方式以及内在的艺术史逻辑作出挑战
性的积极回应，呈现了工笔画艺术在当代语境下的传
承与探索。

创作中运用了我院近年研究积累的新材料、新技
术、新观点、新成果，充实了主题性创作，拓展了工笔
画的表达方式和表现外延，有效助推了工笔画的观念、
技巧的推进和创新，从而拓宽了现有的知识范围，重构
工笔画艺术的整体认知，使之更与时代创新潮流相适
应，塑造了一个契合时代的艺术表达语言。

本次创作我带领的是相对年轻的团队，6位创作成
员来自全国各地。除了北京语言大学的齐鸣教授，李朋
帮、李玉旺、李丹、管海龙都是工笔画院首届高研班的
优秀学员，他们有的是职业画家，有的是美术学院教
师，有的是正在考博的研究生。但大多数人是第一次参
与主题性创作。创作两年间，他们主动克服各种不便，
倾心投入到这幅主题性创作中。通过此次创作工程的积
累和锻炼，每位参与的画家内心深处和绘画上都有很大
的收获和提升，李朋帮、李丹、管海龙等创作组成员的
作品全部入选第十三届全国美展，其中李玉旺还荣获了
第十三届全国美展金奖。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
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能以绘画的方式
回应时代、见证历史，实乃幸甚之至。值此契机，广大
艺术工作者定会更加努力，共襄盛举。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工笔画院院长）

齐白石曾刊刻一枚小章，曰“此中有真味”。
日前，北京画院美术馆推出“此中真味——齐白

石艺术里的中国哲思”展，聚集了近百件齐白石艺术
精品，通过“不似之似”“象外之意”“物我之际”三
部曲，悠扬而婉转地吟唱出中国文化的深邃内涵以及
中式哲学的思辨之道。

此次展览曾于去年在希腊雅典展出，借白石老人
妙笔来讲述中国文化中的哲学与美学，受到希腊观众
的关注和欢迎，在“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下，见证
了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热情。

纵观历史长河，“不似之似”始终是中国美学的重
要命题。齐白石作画，就妙在“似与不似之间”。

“似”，是造型的真实，可通过娴熟的笔墨训练以及日
常的对景写生来实现；“不似”，则是源自“生命的真
实”，往往需要画者脱离形的束缚并上升到对物象本质
的观照，才能提炼与彰显。齐白石曾在 《群雏图》 的
题跋中说道，“画过八千绢，方不似鸡子，不似之似乃
真是。”可见，似尚易，不似更难，画在似与不似之间
才是最妙。

齐白石出身农民，他的画中有中国民间天然自成
的趣味；齐白石又是一介文人，他的笔下有中国士大
夫修身立德的风骨，有词人墨客吟咏诵唱的诗意。这
些，都使得齐白石的作品超越了物象之美，充盈着诗
意、道义和人情味。画中有诗意，诗中有画境，这正
是中国绘画无尽的妙处。

齐白石的画饱含了他对自然与生命的理解。他的
山水，源自现实的图景，摆脱了“四王”程式化的束
缚，并以一种大道至简的方式，传递出中国人对于家
园、山川乃至浩瀚宇宙的认识。他的花鸟草虫，源自
对生命的怜爱，折射出中国文人与自然万物相通达的
精神气质。

本报电（记者赖睿） 由西藏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西藏高山文化发展基金会主办的“盛世华章·西
藏印象——张飙、郑山麓、黄家林书法、美术作品联
展”日前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三位艺术家用上百
件作品，以书法、绘画、诗词等艺术形式，展现了在
中共中央领导下，西藏自治区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现
了西藏自治区各族人民加强民族团结、建设美丽西藏
的生动实践。

此外，本次展览还囊括了三位艺术家创作的记录
医护工作者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作品，颂扬了生命至
上、人民至上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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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 （中国画） 齐白石

书画共话“西藏印象”

2018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位于大凉山深处的昭觉县三
岔河乡三河村、解放乡火普村，
走进彝族贫困群众家中，看实
情、问冷暖、听心声，同当地干
部群众共商精准脱贫之策。

以传统工笔画的方式，细
腻描绘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对包括大凉山在内的少数民
族 地 区 精 准 扶 贫 的 伟 大 成 就 ，
符合我们工笔画家的绘画表现
能力之所长。

2017 年 7 月，中国艺术研究
院工笔画院参加国家主题性美术
创作项目的一个选题定为“打赢
脱贫攻坚战”，选取四川大凉山
彝族自治州为创作对象，命名为

《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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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图①：助梦 （中国画） 张见、齐鸣、李朋帮、李玉
旺、李丹、管海龙
图②：创作手稿之一
图③：创作手稿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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