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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
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
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
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动当
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
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我国久传不
息的名篇佳作都充满着对人民命运的
悲悯、对人民悲欢的关切，以精湛的
艺术彰显了深厚的人民情怀。《古诗
源》 收集的反映远古狩猎活动的 《弹
歌》，《诗经》 中反映农夫艰辛劳作的

《七月》、反映士兵征战生活的 《采

薇》、反映青年爱情生活的 《关雎》，
探索宇宙奥秘的《天问》，反映游牧生
活的《敕勒歌》，歌颂女性英姿的《木
兰诗》 等，都是从人民生活中产生
的。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
生之多艰”，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

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朱门酒
肉臭，路有冻死骨”，李绅的“谁知盘
中餐，粒粒皆辛苦”，郑板桥的“些小
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等
等，也都是深刻反映人民心声的作品
和佳句。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 《吉

尔伽美什》 史诗，反映了两河流域上
古人民探求自然规律和生死奥秘的心
境和情感。《荷马史诗》赞美了人民勇
敢、正义、无私、勤劳等品质。《神
曲》、《十日谈》、《巨人传》 等作品的
主要内容是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

蒙昧主义，反映人民对精神解放的热
切期待。因此，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
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
只 有 顺 应 人
民 意 愿 、 反
映 人 民 关
切 ， 才 能 充
满活力。

—— 摘 自
习近平在文艺
工作座谈会上
的讲话 （2014
年10月15日）

从画家的缩小镜到观众的放大镜
“建党百年纪念邮票必须成为人

们记忆中的闪光点”

一个缩小镜，放在郝军的手边。眼前，摆着 20张亚
麻布油画，每张80厘米长、60厘米高。

身材高大的郝军，每画一会儿就得停下来，拿起缩
小镜细细端详眼前的作品。谈及原因，郝军说，“人们拿
在手里的一张邮票只有 5 厘米长，跟我看到的画布不一
样，必须要让这幅画缩小后同样精彩”。

他所创作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邮票。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邮票于今年7月1日

由中国邮政发行，是建党周年系列邮票中发行枚数最
多、表现内容最广、发行规格最高的一套。邮票采用连
票设计形式，内容分别为：开天辟地、峥嵘岁月、中流
砥柱、伟大胜利、开国大典、抗美援朝、制度奠基、自
力更生、改革春潮、对外开放、世纪腾飞、科学发展、
摆脱贫困、全面小康、强军兴军、扬帆远航、信仰、伟
业、攻坚、追梦。

郝军坦言，面对如此重大的题材，不但破题不易，
每一笔都要经过千雕万琢。一张邮票上，可能要承载多
个元素。比如第一张邮票“开天辟地”，就包括了上海党
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五四运动 （人民英雄纪念
碑浮雕）、旭日东升等表现元素。而最后四张邮票“信
仰”“伟业”“攻坚”“追梦”则分别以泰山、黄河壶口瀑
布、长江和长城为表现元素。这其中既有风景，又有人
物群雕，还有旧报纸、旧照片，既有村子，也有航空母
舰、战斗机等。

“更为重要的是，这套邮票有它的特殊性，未来有可
能成为长久的记忆。我想让这些党史上的重要元素，通
过邮票传递出去。建党百年纪念邮票必须成为人们记忆
中的闪光点。”郝军告诉记者。

这套邮票每张尺寸都是50毫米×36毫米，并设计成
了连体票，去掉邮票面值边框的传统式设计，将 20枚邮
票连接为100厘米长卷式邮票，通过长度数字寓意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年来的光辉历程。

方寸之间，有大天地。
在设计方面，邮票100厘米的长卷，总体用一条红飘

带来连接，每一处画面中的事迹都在党史上赫赫有名，
“必须是纪念碑式的丰功伟绩”。因为邮票票面小，郝军
让画面色调一致，背景、前景、中景、后景层次感分
明，景色与人物动静组合，票面效果丰富而鲜活。在金
色和红色基础上，他还大胆用土黄色铺满了整个画面，
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始终脚踏实地、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办
事的寓意。

创作邮票，即便对于这位承接过多次重大任务的艺
术家来说，也是第一次。

工作室里，摆满了郝军为创作这组邮票购买的高
铁、红船、报纸等模型。为了创作好相关图案，他还专
门跑去现场观摩了很多经典建筑、场景。

从去年接到任务开始，历经设计、油画绘制，郝军
没白没黑创作了七个月。朋友圈里记录了他那段时间的
生活，经常用泡面、火腿肠解决一顿饭，累了就在椅子
上睡会。有时候，半夜提出的修改意见，第二天早上八
点多他就能拿出修改稿。

在团队帮助下，邮票经历了无数次修改。让他印象
最深的一次，是精心画出一幅多民族人物的群雕后，居
然发现其中一位人物的耳环少了一个，即便在 80厘米画
布上，这也是极小的细节。他只能立即补画。就是在这
样精益求精的匠心之下，最终作品才得以完成。

这些工作，不能依靠电脑帮助。郝军解释，因为油
画的画布有纹路，如果在电脑中合成，纹路的经纬线接
不上，真要细看能看出来，所以每一幅画、每次改动，
几乎都要通过绘制完成。

一张邮票，不过方寸之间，为何要在 80厘米画布上
如此较真？

“我是用缩小镜创作，但每一位集邮爱好者都是用
‘放大镜’审视的。老百姓买回去，会觉得这套邮票特别
珍贵，会一点一点去观察细节。”郝军回答，“我希望留
给人们最美好的记忆。”

爬金山岭长城百余次，只为一缕金色晨光
“我希望展现的是整个中国都犹

如旭日东升”

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庄严、气派，经常举行重大活动
和召开重要会议。

2000年，年仅 33岁的郝军担纲设计河北厅，进行重

新装修。从600平方米的地毯到直径6米的大吊灯，从墙
面装饰到沙发，每一处都留下了这位年轻艺术家的匠心。

即便时隔二十年，郝军也还记得过程之艰辛。比如
地毯，为了体现河北特色，选用的是河北迁安当地做的
地毯，每块地毯 1 平方米，整整 600 块，用卡车运来北
京。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里面，工人们连夜加班，缝合
了一个星期，才成为今天看到的整块地毯。

而让他最难以忘怀的，是大厅正中间的壁画创作。
进入大厅，映入眼帘的是正中间一幅高5米、宽9米

的巨幅壁画。画面远处，长城在崇山峻岭间蜿蜒，始终
昂首挺立在山岭最高处；近处，峭壁之上，一段高大的
城墙和烽火台气魄雄浑，晨光把山体染成一片金红色；
画面最下方，苍翠的松柏树铺满峡谷，带来一股清新静
谧的气息……

这幅叫 《金山岭晨光》 的作品，创作于 2001年。郝
军回忆，在确定任务后，需要选一段甚至多段长城作为
创作对象。他从张家口大境门开始一路现场考察长城，
金山岭、喜峰口、山海关、老龙头……处处都留下了他
的足迹。最终，在与有关部门多次协商后，他将目光锁
定在了河北滦平县的金山岭长城。

对于金山岭长城，郝军非常熟悉。还在原中央工艺
美术学院 （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上学时，因为老师反
复介绍这一段长城之美，他曾专程坐长途汽车去滦平县
实地写生过。此后，因为对长城的特殊感情，他不断前
往这里采风。

正是从那时开始，郝军对长城的形状、功能等细
节，不同季节、时间里的美感熟稔于心。他还记得，当
年经常要租两套大衣在长城过夜，风一吹来，人在烽火
台上，就像听到了战马嘶鸣、士兵呐喊。而他忍着冷风
等一夜，就是为了第二天一早能看到金山岭的晨光，那
是金山岭长城最漂亮的时刻。

“每当旭日东升、阳光穿透云层时，长城和山体就变
成了金色的。第一次看见，我忍不住落泪。”郝军回忆。

有了这样经年累月的准备，才有了 《金山岭晨光》。
作品名是郝军反复推敲后想出来的，他曾想过晨曦、日
出等多个名字，最终定下晨光这个主题。“我希望展现的
是整个中国都犹如旭日东升，给人感觉朝霞遍天、欣欣
向荣。”

创作极为不易。郝军在有关部门指导下，经历了无
数次论证、修改。每一次修改几乎都要重画，这对画家
的意志力是极大的挑战。他咬牙坚持，就是要拿出最好
的艺术品。前前后后一年多时间里，光草稿就画出上千
幅之多。修改时，他要把几米长的画铺在地上，跪着、
趴着、蹲着、坐着、站着……以不同的姿势修改，有时
候甚至要把纸张架空，人踩在架子上凌空绘制。

“那种艰苦的状态无法形容。”说起 20 年前那段经
历，郝军依然心有余悸。

只要说起长城，郝军就如数家珍。
作品中的烽火台高大巍峨，来自于郝军考察时注意

到的“望京楼”。这个地方向南望能看见北京，古时候一
旦有来自北方的侵略，点燃烽火后可以直接警示北京
城，因此具有守望北京和保卫北京的重要含义。

郝军指着眼前的几幅长城画作，详细解释城墙的特
点。从砖的形状，到刺枪口、瞭望台、将军楼，每一处
都有细微的差异。比如，砖并不是方方正正的，而是有
个尖，这是为了瞭望敌情，以及打仗时刺枪后能收回
来。再如，城墙的锯齿处不是砖，而是铁做的，这是由
其功能决定的。

“像这些细节，多登几次长城就全明白了，画家需要
笨功夫，观察生活、体验生活、深入生活，才能有精彩
的作品。”郝军说，为了画好金山岭长城，前后爬了 100
多趟，长城也成为他多年来的创作主题之一。在最新创
作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邮票中，他再次选
用了金山岭长城作为表现元素之一，将这段长城的壮丽
形象，定格在了纪念邮票上。

美术家眼中不能只有一张画布
“创作出无愧于时代、让人民满

意的好作品”

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序厅里，“新中国从这里
走来”大型群雕在灯光照耀下，格外引人瞩目。这个有
77名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的大型群雕，成为
无数游人来西柏坡纪念馆时拍照留念的必到点。

这个群雕的作者，同样是郝军。2003 年，他中标
了西柏坡纪念馆改陈项目，这组大型群雕是其中一个
作品。2004 年，西柏坡纪念馆完成整修扩建后，人民
日报曾这样报道：“据西柏坡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改
建后的展线布置有四个亮点：序厅里 77 名七届中央委
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的大型群雕是目前全国纪念馆中
体量最大、表现人物最多的写实巨像群雕；以淮海战
役为主体的三大战役半景画，与三大战役指挥所场景
结合，生动逼真；独具特色的电报廊，反映了党中央
和毛主席用 197 封电报指挥三大战役的雄才大略；庭院
设计与室内展览相呼应的‘两个务必’雕塑墙，使其
内涵更加突出。”这些，都凝聚着艺术家和所有参与者
的心血。

郝军觉得，在当代中国做一个美术家，做出无愧于
时代的、让人民满意的作品，要求艺术家不能只坐在画
布前，得有综合性知识，得能胜任诸多工作。

郝军举例，西柏坡纪念馆的群雕铸造质量非常高，
按司母戊大方鼎的铸造原理，用到了大量化学知识。最
终作品成型后有数吨重，要从四川运到河北，在当时的
道路条件下，则是一个难度不低的工程学问题。于是郝
军自己把从石家庄到平山县所有的路、桥都考察了一
遍，确认每一条路、每一座桥都能承受这样的重力，确
认在拐弯处大集装箱可以通行后，才最终将雕像运到西
柏坡纪念馆。

事实上，作为艺术家的郝军，始终在探索不同的表
现形式。油画、丙烯、彩墨、线描、雕塑、建筑、影
视、书法……甚至，闲暇时间，他喜欢找天文学家、物
理学家等不同行业的人取经，在多学科交叉中吸收营养。

郝军举了个例子，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
念邮票中，有一幅以阳光照射延安宝塔山为表现元素，
因为担心光线或是塔下的河流走向有问题，他特意去查
了卫星云图，确保严谨无误。

郝军说，自己喜欢“以点带面”。为一个建筑空间创
作一幅画或一组雕像时，最终为了相得益彰，要对整个
建筑空间进行改造，在诸多重大项目中，他都进行了这
样的尝试。反过来，这要求艺术家什么都得懂一些。

这几年，郝军甚至为几部电影做了顾问。导演徐峥
在拍摄电影 《港囧》 时，不但大量借用了郝军的画进行
拍摄，最后还邀请郝军做了电影的视觉艺术顾问。

“艺术家要有工匠精神，老老实实做学问，才能做扎
扎实实的项目。”郝军表示。

这些年，郝军参与过诸多重大项目，如中国国家图
书馆、北京故宫博物院改造，河北省会议中心、石家庄
人民会堂设计等。但他的主业，依然是作画。

郝军爱画水，他的工作室里，挂满了各种各样以
水为主题的画作。既有澳门之水，又有月光下的水，
还有夕阳下旖旎的水，更有海面上波光粼粼的水、波
涛汹涌的水……他用各种各样的水波，展示着深邃、
平静的力量。

这些看似简单的水，画完一幅往往需要三四个月
的时间。郝军每天只能画出一小块，因为他越研究，
越发现水的复杂，每一处纹理都需要细琢磨。这些，
都是笨功夫。

让郝军感到骄傲的是，几年前，经友人推荐，他
着手为袁隆平院士画一幅肖像。袁隆平院士对艺术也
有独到见解，他建议郝军不要对着照片画，而是到自
己的生活中观察一下。因为袁隆平院士平时一直忙于
工作，没有闲暇时间，于是，连续两年春节，郝军都
去陪他一起度过。最终，在看到作品后，袁隆平院士
欣然题名并收藏。

这是一个需要艺术并且产生艺术的时代。博大精深
的中华文化、轰轰烈烈的奋斗场景，正在为越来越多像
郝军这样的艺术家提供着营养和舞台，新时代中国文艺
园地百花竞放、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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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邮票背后的艺术家故事——

方寸之间 百年风华
本报记者 刘少华

艺术家郝军大步走来，身材魁
梧，豪爽热情。

今年 7月 1日，他设计的 《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邮票开始
在全国发行，总量 1500 万套。如
今，已经成为全国各地集邮爱好者

争相购买的重要纪念品。手机上，
在美国纽约的朋友传来视频，这套
邮票的照片正在纽约时代广场上循
环播放。

工作室内，还摆着郝军为这套
邮票创作的油画底稿，调色盘还没

来得及收起来。不远处，是他曾经
和最近创作的几幅金山岭长城画
作，以及其他的艺术作品。

曾 多 次 承 担 重 大 项 目 的 郝 军
说，每当他拿起画笔，心里想的是
一定要让人民满意。

郝军正在绘制邮票中的郝军正在绘制邮票中的““飞夺泸定桥飞夺泸定桥””草图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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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军在邮票印刷开机现场举起他设计的建党百年纪念邮票郝军在邮票印刷开机现场举起他设计的建党百年纪念邮票。。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