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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芍药 （中国画） 黄宾虹
▶ 翠鸟大虾 （中国画） 齐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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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是由中国美术馆首任馆长、
著名雕塑家刘开渠主持并与同时代的一批画家、雕塑
家共同设计、创作完成的。

2017 年，我担任“首届全国百年雕塑艺术大展”
总策展人、学术主持，曾近距离、深入地研究了这组
浮雕。当时，为了将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高精度、全
方位地还原到展厅，我所在的中国美术馆向北京市人

民政府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提出申请，运用3D扫描
技术全面记录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数据资料。是年7
月，我带领中国美术馆团队在现场工作了数天，深入
分析、拍摄、扫描与整理浮雕资料。每天都能欣赏到
蓝天白云下恢弘的天安门广场、庄严的天安门、雄伟
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景象，给了我极大的自豪感和力
量，直到今天仍记忆犹新。

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层须弥座束腰部位的四面镶嵌
了 8幅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分别以“虎门销烟”“金田
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
义”“抗日游击战争”“胜利渡长江”为主题，在“胜
利渡长江”浮雕两侧另有两幅以“支援前线”“欢迎中
国人民解放军”为主题的浮雕。这 10件作品形象地概
括了一条自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间线
索，生动呈现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
福的艰苦历程。这组浮雕高 200cm，总长 4068cm，共
塑造了170余位人物形象。

其中，由王式廓创作画稿、萧传玖进行浮雕创作
（王卓予、王万景担任助手） 的《南昌起义》位于人民
英雄纪念碑西面南侧，高200cm，长493cm。

萧传玖于 1931 年考入国立杭州艺专雕塑系，所作
木刻作品 《交涉》 为鲁迅先生收藏，1933 年东渡日本
留学，1937 年回国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雕塑系
系主任、教授，1953 年，受刘开渠邀请，赴北京参加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创作。萧传玖的雕塑创作多以反
映革命斗争为题，所雕人物造型准确、手法洗练、风
格浑朴、神态生动，尤以刻画人物的内在神情著称。
刘开渠对萧传玖的评价是：“他的作品富于整体感，结
构严谨，如同一座设计很好的建筑一样，无论从哪个
角度看都很完整：犹如一座石山，稳立在大地之上。”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南昌起义》 形象地表现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反动派第一枪的情景。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
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
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自那时起，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英勇投身为中国人民求解放、
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同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南昌起
义发生的8月1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

此件浮雕构思以小见大，从起义部队中的一支来
反映南昌起义的宏大场景。在构图上，浮雕体现了传
统中国画布局的整体性和“入画”感，分为左右两个
部分，并相互呼应。人物形象选择和表现凸显出各自
的性格特征和角色的典型性。虽仅刻画了 21个人物形
象，但从他们的神态上显示出对于革命的信心、对于
未来的希望，体现出鼓舞人心的视觉张力。浮雕展现
了1927年8月1日凌晨，一位指挥员挥手向战士们宣布
起义并传达命令，战士们反响强烈：有的高举起旗
帜，有的激昂地高呼，有的举起拳头，有的托起枪
支，气氛紧张而热烈。

浮雕右下角还刻画了 3 名普通百姓，他们没穿军
装，也没有武器，但手里提有沉甸甸的弹药箱，说明
了起义部队将士承担了战斗任务，而他们最重要的后
盾是人民，表明了党领导下的部队力量源于广大人民
群众。

浮雕中的诸多细节值得注意，体现出艺术家对于雕
塑创意的独具匠心。譬如，在浮雕左侧，刻有一座建
筑屋顶，即江西大旅社的屋顶。在南昌起义时，周恩来
等人就是在这座建筑中对各部发号施令的。现在，这
里已被改造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该座建筑屋顶处
于浮雕最高位置，象征了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值得
注意的是，战士手里拿着的马灯位于该屋顶下方，它

在其中不仅是照明工具，更是象征着起义给“黑夜”
带来光明，突出南昌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历史
意义。

与其他许多历史题材浮雕不同，人民英雄纪念碑
浮雕没有刻画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这主要是因为
毛泽东主席当时提出不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突出任何
个人英雄，而要突出人民群众的主导地位。因此，人
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浮雕，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天
下百姓谋求幸福的理想，也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始终将
人民群众放在首要位置的政治态度。

精神万古，丰碑永在。雕塑作品中所折射出的永
恒生命力将鼓舞与激励中华儿女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中
奋勇前行。

（作者为中国美术馆馆长）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南昌起义》呈现的是在
1927 年 8 月 1 日凌晨，一位年轻的指挥员挥手向战
士们宣布起义的场面，重点刻画了指挥员和战士们
屏住呼吸、全力以赴，准备投入战斗的情景。这一
情景看似安静，却充满了发展的可能性，让观者心
里产生出一种强烈的预期。作品中刻画了 21 个人
物，造型生动，群情激昂。

浮雕是雕塑和绘画的结合，适合用以表达众多
人物和历史事件。人民英雄纪念碑的 8幅浮雕，展
现的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全
景历史。《南昌起义》 与其他几幅人民英雄纪念碑
浮雕作品一起，成为了新中国雕塑史上的经典。

在中国近现代绘画史上，齐白石、黄宾
虹是两座并峙的高峰，画史曾有“北齐南
黄”之说。两位画坛巨匠生前虽然偶有交
集，但却身处一北一南，各自代表了近现代
中国画发展过程中的两种不同形态。

日前，“隔花人远天涯近——齐白石·黄
宾虹花鸟画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行。展
览由北京画院联合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美术
馆共同推出，分为“接木移花手段”“含刚
健于婀娜”“不似之似为上”三大板块，共
汇集齐白石、黄宾虹的花鸟作品、写生、画
稿等共计 169件套，全面展现齐白石、黄宾
虹花鸟画艺术的发展历程与卓越成就，并在
此基础上，梳理呈现两位艺术巨匠在写生方
式、创作题材及艺术理念层面的异同。

齐白石、黄宾虹毕生致力于探索中国画
的发展与转型，二人生前分别被授予“人民
艺术家”和“中国人民优秀画家”的称号。
齐白石山水、人物、花鸟、水族、草虫兼
善，其中尤以写意花鸟被世人所知。黄宾虹
虽然以山水闻名于世，但是其花鸟画同样有
着极高的成就，画家潘天寿曾评价“人们只
知道黄宾虹的山水绝妙，花鸟更妙，妙在自
由自在”。

可以说，两位艺术巨匠的花鸟画尽管风
格迥异，却代表了中国画发展的多样性和多
元化，他们不同的人生经历、创作经验和艺
术理念为20世纪中国画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滋
养，亦会引发当下花鸟画创作发展的多种可
能性。

齐白石的花鸟画吸收吴昌硕等海派画家
的长处，开创出独具个人特色的“红花墨
叶”一派。成熟时期的齐白石花鸟画，亲近
自然、讴歌生命，取材上将原来文人不屑表
现的花鸟鱼虫、农家蔬果植入画面，极大地
拓展传统花鸟画的表现范畴；章法构图上以

“接木移花手段”进行大胆尝试与改革，将
浓重的墨色与艳丽的红色巧妙搭配。不但突
破了传统花鸟画的审美意趣，也更加符合广
大民众的审美趣味，雅俗共赏。

黄宾虹研究、临摹古人一生不辍，更是
将勾摹古人作为自己的日课。在师古人的基
础上，他还提倡游观、写生，强调“师造
化”。虽然在取材上并不像齐白石那样丰
富，但是黄宾虹笔下的花鸟却展现出随心所
欲，自由自在的画风。

黄宾虹提倡勾花点叶，往往笔简意足，
一挥而就，物态盎然；晚年擅长用破墨、渍
墨之法，用色随性，淋漓尽致。他更是将书
法用笔融入花鸟画中，使得其花鸟画富有节
奏的点画韵律，看似用笔松散，轻松自在，
实则内在法度严谨。作为传统笔墨的集大成
者，黄宾虹将自己的“五笔七墨”生动地运
用于其花鸟画中，含刚健于婀娜。

齐白石常说“作画在似与不似之间为
妙，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黄宾虹作
画也提倡“作画当以不似之似为真似”。这
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两位艺术大师在长
期的实践与探索中，悟出的画之真诀和中国
美学精髓。

齐白石、黄宾虹两位画坛巨匠在题材选
取、笔墨语言、设色特征、章法构图上存在
着诸多不同，在花鸟画领域开创出截然不同
的风格和面貌，但是却对传统的笔墨趣味和
审美追求保持着惊人的一致。这背后凝聚着
两位大师对古人、对造化孜孜不倦的追求与
探索，凝聚着他们对自然和生活体察入微的
观察与体悟。

此次展览还重点呈现了齐白石、黄宾虹
的花鸟写生画稿，这些极为“形似”的底
图，也揭示了两位艺术巨匠成功背后的勤勉
之路。

本报电（记者赖睿） 辛丑牛年，是知名书法家沈鹏鲐背
之年。以“闻道未迟”为主题的“沈鹏诗书作品展”近日在
中国美术馆对外展出。展览由中国美术馆、中国书法家协会
共同主办，是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美术作品收藏和捐赠奖励
项目”之一。

沈鹏，知名书法家、诗人、美术评论家、编辑出版家，
首批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他平生热爱古典诗词，创作发
表逾千首。他专注美术、书法理论和实践研究，撰写评论文
章百余篇，出版诗词选集 《三馀吟草》《三馀续吟》《三馀再
吟》，评论文集 《书画论评》《沈鹏书画谈》《沈鹏书画续谈》

《书法本体与多元》及各类书法作品集40余种。
沈鹏诗书双绝，交相辉映。他以深厚的文化修养和自由

的笔墨意趣昭示文化对书法的重要性。沈鹏的创作取法晋
人，以汉隶笔意作大草，形成别于前人的独家面目，为书法
艺术开创了新的审美天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他
以“中和”为旨，在“志气平和，不激不厉”的规范之内发
挥着创造性，续接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

2019年，沈鹏向中国美术馆捐赠20幅书法精品，促成了
此次展览。展览共展出沈鹏作品近80件，包括中国美术馆旧
藏、新近捐赠以及自藏作品，还有从其他途径借展作品，沈
鹏历年出版的画册、文稿、诗稿在展览中亦有精彩呈现。展
览还展出了沈鹏和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合作的 《斥笔图》
和《路遇图》，两人以诗书画相酬，真情所寄。

吴为山表示，沈鹏先生数十年来孜孜以求，潜心学问、
修身养性、崇德尚艺、提携后学，是一位认真而又超然的
人。以“闻道未迟”作为展览标题，足见先生在问道求真之
路上的谦逊与不懈，以及他为人为艺的人生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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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南昌起义 （雕塑） 萧传玖 （中国美术馆供图）

经典回放

九旬沈鹏展诗书

齐白石与黄宾虹——

隔花人远 “相遇”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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