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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工柳创作的《地道战》，在中国当
代油画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不
仅是一幅构建国家叙事视觉美学的典型
作品，也塑造了几代中国人的革命艺术
共同记忆。

2014 年，我在策划由中国油画学会
和中国美术馆联合主办的“在场·第二届
中国油画双年展”的过程中，试图探索
如何通过展览去构建国家叙事的视觉美
学，即让观众在走进“艺术殿堂”，了解
中国艺术历史“真相”的同时，去触摸
有温度的历史“在场”感。画框中的艺术、
散落于画室角落的张张草稿以及档案和
研究文献，都是我复原“面向艺术本
身”的起点。罗工柳的《地道战》草稿便
成为重要展品之一。寻找其写生稿和创
作草稿，也成为我的必然选择。

罗工柳早年的艺术经历与国运、时
运休戚相关。1951年，第一次拿起油画
笔的他就创作出了《地道战》。地道战是
抗日战争时期，在华北、冀中平原上，
抗日军民利用地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作
战方式。

刚开始创作时，罗工柳凭着想象和
前线生活经历打了几份草稿：先是把场
景局限于室内，地道的出入口设于灶台
中；后又尝试加入连接外部院墙的梯
子，将地道口置于牲口棚顶，试图将场
景向外部空间转移；最后，他带着草稿
来到河北的一个村庄，请教当年参加了
地道战的民兵。民兵看了草稿表示画得
不对，洞口应该向低处开，这样既隐
蔽，又能有效快速地歼灭敌军，这种设
计是他们经过血的教训改进出来的。罗
工柳为此深受启发，感慨道，美术创作
如果不真正深入生活，怎能画出站得住
脚的作品？他静下心来，进一步了解当
年地道战的真实情况，在村庄里画了大
量速写，最终把地道口改在一间普通的
牲口棚内，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 《地
道战》定稿。

罗工柳在修改草稿过程中，不断加
深自己对地道战、革命斗争实践的认
识。这也是我想要展出这些珍贵草稿的
原因所在。

“在场”是在重建一种现场感，一种
多声部与主旋律的关系，是“观念”的
和声或变调，是历史与现实的对照。罗
工柳 《地道战》 的写生稿和创作草稿，
回溯了他当年为了使作品画得真实、听
取参战民兵意见，并不断修改草稿的过
程和情境，进而让今天的观众感受到罗
工柳在创作中不断演进的节奏和细节处
理中呈现的生动。如此重建艺术同战场
之间的关联，促成对话，让观众感受这位
充满革命理想的艺术家的精神温度——

“我不懂，是老百姓教了我才画出了 《地
道战》”。

罗工柳本土油画“在场”的起点或
许可追溯到20世纪早期。当时，一些画
家的油画被称之为“土油画”，但西洋油
画的构图、造型、色彩等艺术原理已然
被运用在画面处理中，其中不乏西洋画
的基本审美。画家们也试图在写生和创
作中融入中国画的笔法，将油画与中国
本土审美融合。

罗工柳当年完成 《地道战》 后，就
有人说这是典型的“土油画”。在他赴苏
联列宾美术学院求学时，其他同学都被
分为本科生或研究生，只有他没被分
配。罗工柳不明所以，带着这幅“土油
画”的照片去找教授。教授才道明：他
的“土油画”具有中国民族特色，一定
要好好坚持和发展；若在此学习，看似
可以掌握苏联油画的风格，却可能丢掉
中国“土油画”的特质。尽管如此，罗
工柳仍然坚持留在苏联学习。教授认为，

他的水平已经高出本科生和研究生，就让
罗工柳以进修生的身份留了下来。

今天，我们回望这个“土油画”的
故事时，或许会有人产生疑问：当年的

“土油画”为什么能够得到来自世界顶级
艺 术 殿 堂 的 赞 誉 ？ 我 认 为 ， 所 谓 的

“土”是相对“洋”来说的。罗工柳在叙
述“地道战”这一历史事件时，懂得在
西洋油画语言中加入中国本土绘画语
言，巧妙地把二者结合，重建艺术作品
与现实社会语境之间的关联。最重要的
是，罗柳工的画传递出一种崇高而生动
的历史感，充满凝聚人心的力量感。这
种打动人心的视觉美学是无远弗届不论
土洋的。

事实上，国家叙事的视觉美学就是
要把国家的形成与建设，用具有叙事
性、场景性、时代性、抒情性的画面呈
现出来，以视觉的形式表达、凝聚、塑
造人民的历史记忆和家国情感。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重温
中国美术史中的经典——罗工柳的油画

《地道战》，再次从中汲取重大历史题材
美术创作的养分，对当下美术创作有着
不可忽视的启发意义。作为亲历者，罗
工柳重塑了革命历史的“在场”，以《地
道战》 为代表的重要作品，成为表现民
族精神和民族自信的重要载体。今天的
主题性创作，美术家不仅要表现中华民
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还要以生动有力、具有历史
感的表达，为人民留下时代见证，鼓舞
和凝聚人心，召唤美好的未来。唯有这
样的艺术才能成为国家叙事，才是具有
人民立场的美学。

（作者为中国美术馆副馆长）

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层
须弥座束腰部的浮雕，生动呈现了中国人
民近现代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
艰苦历程；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广场
上，《信仰》《伟业》《攻坚》《追梦》《旗
帜》5组主题雕塑，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四
个伟大”和“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力
量”的核心内涵。

时代赋予雕塑灵魂，雕塑定格时代记
忆。每一个时代，总有主题性雕塑因其
深刻的内涵和卓著的艺术水准，成为时
代经典。

倾力创作精品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广场上，大型
党旗雕塑 《旗帜》 坐北向南，其他四组群
雕分别坐落在广场的四个角上。这5组主题
雕塑是“建党100周年主题雕塑工程”的成
果。中国文联、中国美协精心策划、组
织，各组雕塑不仅是主创雕塑家团队、更
是举所在单位之力倾心创作、打磨的精品
力作。

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工程负责人徐里表示，“建党 100 周年主题
雕塑工程”以及“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美术创作
工程”，是新中国美术史上规格最高、规模
最大、参与创作人员最多的雕塑工程和美
术创作工程，是新中国美术史上主题创作
的盛举，是新时代文艺创作的高峰。

《旗帜》 雕塑由中国美术馆馆长、雕塑
家吴为山领衔。32 级台阶导向高 5 米的座
台，这座不锈钢雕塑高7.1米、长21米、厚
1.45米。《旗帜》 就像一座山峰矗立，俯瞰
整个广场。吴为山介绍说：创作历经两年
半，前后易稿 16 次，从初创到最终完成，
经过无数次研究、推敲、打磨，以臻完
善。作品重点展现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以不屈不挠、大无畏的英雄
气概，谱写了一个又一个民族复兴的壮丽
篇章，在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树立起一面
高扬的旗帜。雕塑端庄厚重，以期让人们
拾级而上，身临其境地感受党旗的神圣与
肃穆。雕塑与环境和谐一体，红色的旗
帜、绿色的植物、白色的汉白玉基座与台
阶，三色相得益彰、相映成趣，产生明快
大方的视觉美感。

《信仰》《伟业》《攻坚》《追梦》4组汉
白玉群雕，每组的尺寸均为长15米、宽4.5
米、高8米，采取了圆雕和高浮雕相结合的
技法，观众可以四面观赏。四组雕塑由583
块汉白玉组合，每组重约600吨。每组雕塑
由一所美术学院的雕塑家领衔创作：中央
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吕品昌领衔 《信仰》，
作品包括 4 大板块，12 组场景，71 位人
物；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曾成钢领衔

《伟业》，作品紧扣“人民史观”和“新时
代风貌”，表现了 65 位各行各业的代表人
物；中国美术学院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原
院长杨奇瑞领衔《攻坚》，作品分为12组场
景，刻画了 67 位攻坚勇士；鲁迅美术学院
院长李象群领衔《追梦》，着力刻画中华大
家庭各民族载歌载舞、欢乐和谐、昂扬向
上的宏大场面，73位人物形象融入其中。

吸收中外经验

《信仰》《伟业》《攻坚》《追梦》4组雕
塑，采用团块式结构呈现，犹如屹立的山
峰、席卷的巨浪，整体气势昂扬，人物形
象饱满生动。

团块式群雕是人类雕塑史上的经典形
式，汉代雕塑 《马踏匈奴》 就是采用团块
式雕塑的典型。此次，4组雕塑采用了前高
后低、成山峰般向前涌动的样式。处于4组
雕塑前列的领队者昂扬、奋进的姿态形
象，显然吸收了苏联雕塑家薇拉·伊格娜吉
耶芙娜·穆希娜创作的大型纪念雕塑《工人
与集体农庄女庄员》 的精髓。团块式群雕
气势雄壮，特别善于表现英雄气概的群体
形象。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涌现了以
北京农展馆群雕《庆丰收》、北京毛主席纪
念堂组雕《丰功伟绩》等代表作。

可见，4组雕塑在整体设计上吸收了中
外雕塑历史经验，在创作风格上又有不同
特色，创作的人物数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
的规模。

雕塑 《信仰》 以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
共产党人在党旗下庄严“宣誓”的群像，
展示了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吕品昌表
示，汉白玉材质的使用，充分体现了高贵
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加上整体人物宣誓
动作的一致性和韵律感，在技法处理上打
散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的分布，相互穿插。
这种统筹安排有效避免了风格和手法的单

一化和概念化。
雕塑 《伟业》 紧扣“人民群众”和

“现代性”，时间跨度从20世纪40年代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曾成钢的雕塑风
格受到中国商代青铜器和西方现代雕塑家
布德尔等人影响，被称为“精到的厚重”，
其雕塑语言强调昂扬、挺拔的形式感和张
力。中国美协名誉主席冯远说：“这组作品
风格粗犷，在制作中追求某种雕塑语言的
粗粝感，追求人物造型的体块感，增强雕
塑本身厚重的力度，具有强力的特点。”

雕塑 《攻坚》 讴歌中国共产党人艰苦
卓绝、攻坚克难的英雄气概和勇于牺牲、
甘于奉献的伟大精神。杨奇瑞介绍道：雕
塑四面有 12 个场景，正面以脱贫攻坚为核
心意象，构成顶天立地的新时代攻坚群
像。自正面开始，分为开路先锋、高原蓝
图、抢险救灾、石油会战、红旗天渠、搏
风击浪六个部分；背面则为铜墙铁壁、飞
夺泸定桥、为了新中国、人民小车、极地
科考、建设家园六个板块。

与 《伟业》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追
梦》。李象群的雕塑风格深得罗丹的精髓，
细腻、深入而抒情。李象群说，《追梦》努
力展现各民族同舟共济， 融入中华民族大
家庭的喜悦、自信与自豪，代表团结一
致、互助共勉，共同奏响了时代文化的最
强音。其塑造的人物形象多以创作团队的
学生、教师等担当角色，追求鲜活、真实
的造型。对其中的少数民族形象，团队更
是精心查考民族文献，悉心揣摩民族服
饰，体会特定时期人们的思想情感，感悟

“真实”，表现时代特征。
（作者为中国雕塑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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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封玥婷） 百幅名家力作，讴
歌百年伟大征程。日前，“丹青百作绘辉
煌：中展典藏近现代中国画名家精品展”
在深圳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亮相。展览
由紫荆文化集团、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和
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主办。

钱松岩等创作的 《天堑变通途 一桥飞
架南北》、傅抱石等创作的 《虎踞龙盘今胜
昔》、黎雄才的 《森林之晨》、关山月的

《山间公路》、杨之光的 《矿山新兵》 ……
这些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同时
亮相，再现了百年伟大征程的波澜壮阔。
本次展览分为“建设图景”“大美河山”

“百花齐放”“人民形象”四个单元，力图
展现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热潮的
宏大叙事，体现各山水创作流派对中华壮
阔山河的歌颂，突出百家争鸣、百花齐
放、欣欣向荣的艺术创作，表达了对人民

群众投身祖国建设的讴歌与赞美。
据悉，展览展出的100幅作品全部来自

紫荆文化集团旗下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
公司典藏，汇集了吴昌硕、齐白石、徐悲
鸿、李可染、傅抱石、石鲁、关山月、黎
雄才、赵望云、黄胄、吴作人等画坛巨
匠；创作年代横跨近百年，覆盖了新中国
成立后主要的中国画创作流派。

本次展览不仅是对中国近现代美术时
代特性一次较为系统的梳理，也从艺术视
角记录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
民的伟大实践。

油画《地道战》的场景设置在晦暗狭小的牛棚里，画家充分利用虚实对
比、光线的明暗处理等手法，破除了空间限制，给人以“一目了然”的观
感。在画面的视觉中心，画家以中间亮、四周暗的舞台追光手法，将手持驳
壳枪站立的女民兵形象突出出来。另一个正从地道口跃出的女民兵，也被追
光照亮，连同隐没在黑暗中的老者，也因为光线的处理，变得生动起来。同
时，画家巧妙地运用人物向上、向外的视觉方向以及体态动作，拓展了画面
的空间。画面中，除了往上递手榴弹的民兵，其他民兵的视线都朝向右方，
而画面右方的士兵正在观察外界的情况，让观者的焦点有了向外的联想与延
伸。狭窄黑暗的空间与人物饱满的身姿形成反差，却也构建了视觉上的和
谐。为了表达正义的信念，画家将画面处理为柔和的暖色调，天窗投射的光
线以及身着红衣的女子，洋溢着温暖的感觉，渲染出光明必胜的坚定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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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青百作绘辉煌

▲ 太行秋晨 （中国画） 宋石明

标识时代 讴歌光荣
——“建党100周年主题雕塑工程”侧记

钱晓鸣

▲ 追梦 （雕塑） 创作单位：鲁迅美术学院 （图片来自中国美术家协会官网）

油画《地道战》

国家叙事视觉美学的代表
张 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