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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 《攻克锦州》 是一幅典型的战争场景绘
画，用外化的情绪与动态，展示了人民解放军以
排山倒海之势，向锦州之敌发起攻击的情景。作
者为了增强画面的气魄和感染力，构图在横向上
尽量展开，人物整体组合如离弦之箭，箭端是左
侧先锋战士的刺刀尖。二十几个主体人物造型讲
究，各个生龙活虎。那些经过反复比较、提炼的
动态和神情，既有现场的紧张性和紧迫感，又带
有深刻的时代印记。背景残破的城墙硝烟，以及
硝烟笼罩下厮杀的人群，炮弹掀起的气浪，把画
面的气氛引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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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盛烈是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绘画代表画家之一，他
创作的 《八女投江》《海风》《耕者》 等作品在中国美术史
上占有重要地位。日前，由中国美术馆主办，鲁迅美术学
院协办的“耕者——王盛烈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
作为“文化和旅游部2021年度国家美术作品收藏和捐赠奖
励项目”之一，本次展览是对王盛烈艺术生涯的宏览，160
余件作品既以时间为序，贯穿了他不同时期的创作面貌，
并以4个篇章为线索，彰显其艺术理想与时代精神，体现出
老一辈艺术家对艺术、时代和人生的思考。

王盛烈以“耕者”自称，一生执著探索现实主义艺术
道路。在艺术的沃土中，这位墨园的耕者矢志不渝，始终
践行艺术初心。《八女投江》《海风》 等时代经典之作唱响
了慷慨激昂的英雄颂歌，代表了艺术家坚定的革命精神和
艺术信念。上世纪70年代，王盛烈将目光投向普通民众生
活，创作了《耕者》《家乡的孩子》等质朴动人的人物画作
品，彰显了他真挚的人文情怀。此外，王盛烈还将其对于
人生的思考与感悟投射在山水、花卉作品之中，其艺术也
走向更为深邃的境界。纵观王盛烈一生的艺术硕果，笔墨
挥洒中流露的是他为人为艺的一片赤诚之心。

展览举办之际，王盛烈子女王铁牛、王真真、王平平
向国家捐赠30件王盛烈艺术作品，包括《八女投江》《不爱
红装爱武装》等20世纪美术史经典之作，以及具有自画像
意义的 《耕者》 等。这些捐赠作品作为中国美术馆的永久
收藏，载入艺术史册。

王盛烈既是一位优秀的艺术家，也是一位坚定的中国
共产党党员。“时值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中国美术馆举办
王盛烈艺术展览，将其艺术人生奉献给他所敬仰的党、所
热爱的人民，谨此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一份
献礼。”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说。

本报电（封玥婷） 由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家协会共
同主办的“中国美术馆学术邀请系列展：望岳——刘罡山
水画展”日前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展览以“望岳”为题，
展出刘罡近作30余件，展现了艺术家对山水画的探索。

刘罡，1961年生于山东济南，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美
术系，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
国家博物馆书画院院长。他擅长以名山大川为主题进行创
作，其风格源于泰山文化、齐鲁文化的深厚积淀，豪放而
不失法度，融情感跌宕于理性调度，洋溢着写意精神。他
的作品中有如澄似练的山河、郁郁葱葱的生命意象，呈现
出一种独特的品质与境界，折射出亲近自然的现代意识。

据悉，中国美术馆学术邀请系列展是为卓有成就的艺
术家而设立的系列展览，旨在通过国家美术殿堂来肯定艺
术家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此前已举办戴士
和、刘巨德、钟蜀珩、闫平等知名艺术家的展览。

本报电（丁乐同） 在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之际，由西
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西藏自治区文联主办的“庆祝西藏
和平解放70周年——黄家林先生油画作品捐赠展览慈善公
益活动”日前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览馆举行。

本次展览共展出黄家林的美术作品40余幅，其中40幅
油画作品已捐赠给西藏高山文化发展基金会，并邀请画家
梁金泉友情出展。展出作品内容生动，以写实的艺术手法
描绘了新西藏、新发展、新成就的新时代历史画卷，见证
了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的发展历史，留下了建设团结富裕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时代印记。其
中，12米巨幅主题作品《雪域正道是沧桑》，以新时代现代
化新西藏繁荣发展的历史文脉为主线，描绘了从人文历史
景观到生态文明和谐的大美西藏，以及西藏各族人民脱贫
致富奔小康的幸福生活。

我从小生长在东北，对这片黑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往事
有着与生俱来的兴趣。尤其是那些散发着东北人特有的粗放
豪气与乐天精神的民间歌谣，那些在白山黑水之间为了保卫
家乡不惜献出生命的英雄故事，自少年时代开始便一直感染
和影响着我。

1997年，我离开故乡长春来到沈阳上大学，进入鲁迅美
术学院学习。因就读史论专业的缘故，一幅富有英雄主义精
神特质、近距离描绘辽沈战役激烈战场情境的经典油画作品

《攻克锦州》，常常会出现在我的视野里。这幅由任梦璋、张
洪赞、李树基、广廷渤、柳青几位任教或毕业于鲁迅美术学
院的油画家创作于 1969 年的油画名作，描绘了在 1948 年辽
沈战役的主战场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锦州的战斗场景，
富有感染力的画面和造型严谨的人物形象，使这幅画作让人
过目难忘。作者对各种战术动作及武器装备的细节把握精
准、刻画细致，充分展示出战斗现场的紧张性和真实感，更
让初入美院的学子们深深着迷。

在那时的鲁美校园里，我常能遇见这幅画作的主创者任
梦璋先生。当时就听说他早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后任教
于东北美术专科学校，后又在中央美院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
班深造。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油画家、“马训班”年龄
最小的成员之一，任梦璋在马克西莫夫悉心指导下完成毕业
创作《收获的季节》三联画。这件作品也奠定了他后来一直
坚持的现实主义创作路径，和作为“鲁艺”传人扎根现实、
扎根生活的创作态度。

在后来的交流中我才得知，这幅《攻克锦州》对于任梦
璋油画创作之路的重要意义：从 1961 年到 1977 年，他曾三
画 《攻克锦州》。最早的一幅要追溯到1960年，中国革命博
物馆组织各地画家创作一批历史画，任梦璋受命创作辽沈战
役军史画。为此，他研究军史，走访参加过辽沈战役的指战
员，逐步将题材构思确定为攻克锦州。一年后，他在北京东
方饭店创作完成了第一幅 《攻克锦州》 油画作品，今藏于
中国国家博物馆。1969 年，合作完成的同题作品被中国人
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1977 年的合作作品收藏于东北烈
士纪念馆。在这三幅同题作品中，当属 1969 年完成的 《攻
克锦州》 影响力最大，1998 年国家邮政局发行 《解放军三
大战役纪念》 主题邮票，第二枚“攻克锦州”即选取自此
画局部。

正因为直接呈现战场的宏大场面，“攻克锦州”曾作为
一个重要母题，被画家们反复表现。除了任梦璋等5位画家
创作的这幅油画名作之外，还曾以大型全景画的形式展现在
公共空间。那是在1986年10月，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在辽
宁锦州破土动工，随即成立了由宋惠民、许荣初、高泉担
任组长，关琦铭、孙浩、王铁牛、李恩源、杨克山、傅大
力等为组员的 《攻克锦州》 全景画创作小组。在这幅全景
画的创作过程中，作者之一许荣初曾在 1987 年 3 月赴苏联
考察莫斯科的 《渡罗季诺战役》 和伏尔加格勒的 《法西斯
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的覆灭》两幅著名的全景画。全景画
形式的触目感、临场感，及其画面边缘淡化乃至消失的改
变，都使“攻克锦州”的视觉艺术意象得到了新的升华。作
为20世纪中国第一幅大型全景画的《攻克锦州》，运用现实
主义的写实油画语言，把宏大战争场面组织在一个环形画幅
中，也使观众产生了置身于当年战场之中的错觉和幻境。这
件全景画完成多年以后，在2009年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
术创作工程”中，由宋惠民先生再度领衔的创作团队，完成

了油画作品 《辽沈战役·攻克锦州》 的创作，新版作品被收
藏于中国美术馆。

从博物馆、美术馆收藏的4幅主题油画，到纪念馆里的
大型全景画，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20 世纪 80 年代再到新世
纪，历经五度创作的“攻克锦州”的图像叙事，显现了新中
国主题性绘画创作的多元价值与时代流变。而我的个人求学
与事业成长历程，也从新旧世纪之交的鲁美校园岁月跨入到
新世纪的北京工作生活。

2004年，我来到北京，在中央美术学院读博士，直到后
来在中央美院任教，从事20世纪中国美术史论和中国画学研
究与教学，负责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的理论研究工
作。在这一过程中，得以系统梳理了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题
材美术经典作品的发展文脉，也开始在近现代中国的宏观历
史语境和中西美术比较视域下思考、观照主题性美术创作的
课题。特别对于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专题研究方面，我在近年
来出版的专著《新中国主题性人物画研究》和一系列关于主
题性美术创作研究的学术论文中，都谈到了“历史真实”与

“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带有叙事情节的人物群像的绘画
图式与艺术理法问题，和主题性创作如何突破“模板化”与
推陈出新的问题。以这样的视角与维度再来看“攻克锦州”
的视觉意象，也使这种认知超越了艺术史层面，而进入到历
史文化的深闳境界。

回顾往昔，我们从画面走入真实的历史，中国人民解放
军攻克锦州的时间是在 1948年 10月 15日，这场战斗也是辽
沈战役中最具决定意义的一战。当我们再次回望任梦璋等 5
位画家创作的这幅最为经典的油画作品 《攻克锦州》，仿佛
找到了穿越历史的一扇窗：画面从战场正面近距离取景，远
景中依稀可见锦州城的外围，在炮火的掩映下，已有两路大
军打开突破口，浓烟之中依稀可见楼房、市区中的古塔和工
厂等建筑物；而在近景中，东北野战军战士正以摧枯拉朽之
势，如潮水般涌向敌人，直指锦州城。这种涌动的视觉趋
向，给观者带来了强烈的即景感和代入感，同时也将历史的
真实瞬间，将黑土地上英烈们不畏牺牲的战斗精神，永恒地
贮存在恢弘壮阔的画面之中。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
中心副主任）

京城的雪景，古老的建筑与高大的树木相互掩
映，有苍茫与厚重之感；西藏的雪景，转经的人群在
雪后的寺庙中缓缓前行，纯净而肃穆，给人以远离喧

嚣的心灵之静……日前，“非同小可——李小可的纯净
世界”展览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与公众见面，以纪念这
位卓有成就的艺术家。

展览从李小可众多系列创作中选取以“雪景”为
题材的作品80余幅，既呈现了艺术家笔下不同地域景
观里的“纯净世界”，也借此表达李小可毕生对艺术追
求的虔诚与纯粹，为人处世的朴实与纯净。

李小可出身艺术世家，父亲是艺坛巨匠李可染，
母亲是雕塑家邹佩珠。如何在父亲的光环下探索出自
己的艺术道路，如何在继承“李家山水”的基础上自
立门户，是李小可面临的难题。

为了走出属于自己的新路，自1978年跟随父亲赴
黄山写生开始，李小可用双腿丈量祖国山河，开始了
以写生创变中国画的道路。长江源头、黄河源头、西
藏、黄山，乃至海外，都留下了他写生奔波的身影。
李小可将传统文化精髓与新的视觉体验相结合，将自
我真实的情感与本真坚守融入艺术创作，从而寻找到
了属于自己的“水墨家园”。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冯远
表示：“虽然李可染先生对他有很深的影响，但李小可
的创作又向前走了一步。就作品而言，李小可更注重
师造化。因为有早期摄影和版画的基础，李小可的水
墨山水图式构成讲究，视觉形式感强，笔墨语言形成
了一种既丰富又单纯的视觉效果。”

李小可对于雪的表现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
他在前人“留白法”的基础上以皴擦点染代替层层的
烘托晕染，不但使笔墨语言更加丰富，雪的形态与质
感也更显得生动、自然。

西藏是李小可继北京之后十分重要的精神依
托，也是他的精神家园。美术评论家邵大箴说：“北
京是李小可的第一故乡，西藏是第二故乡。在当代
艺术家中，他是画这两个‘故乡’最值得注意的艺
术家。”“雪域藏迹”系列水墨作品及“藏迹”系列
版画成为李小可艺术的标志之一。同时，李小可还
积极投身到西藏美术事业的发展中，在他的策划组
织下，西藏的美术展览不断在北京等地举办，西藏
艺术家的作品逐渐被人们熟知。直至去世前，在听
闻西藏美术馆建设项目启动后，李小可还主动向西
藏美术馆捐赠自己的艺术作品，为西藏美术事业贡
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本次展览以文献展的形式讲述了李小可艺术探索
的人生，也展示了其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如早年
赴藏采风、沉淀十年才创作出来的《山魂》，还有广为
人知的“北京系列”代表作《水墨家园》，以及最后一
幅未完成的作品《黄山》等。

展览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国美术家协会、西藏
自治区文联、西藏自治区美协、北京画院、李可染艺
术基金会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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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克锦州 （油画） 任梦璋、张洪赞、李树基、广廷渤、柳青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

走进李小可的“纯净世界”
本报记者 赖 睿

▲ 雪 （中国画） 李小可▲ 雪 （中国画） 李小可

“耕者”王盛烈
本报记者 赖 睿

油画 《攻克锦州》 是一幅典型的战争场景绘
画，用外化的情绪与动态，展示了人民解放军以
排山倒海之势，向锦州之敌发起攻击的情景。作
者为了增强画面的气魄和感染力，构图在横向上
尽量展开，人物整体组合如离弦之箭，箭端是左
侧先锋战士的刺刀尖。二十几个主体人物造型讲
究，个个生龙活虎。那些经过反复比较、提炼的
动态和神情，既有现场的紧张性和紧迫感，又带
有深刻的时代印记。背景残破的城墙硝烟以及硝
烟笼罩下厮杀的人群，炮弹掀起的气浪，把画面
的气氛引向高潮。

经典回放▶▶▶经典回放▶▶▶

▲ 家乡的孩子 （中国画） 王盛烈

刘罡山水画展举行

画作展现西藏人民幸福生活

▲ 大美岱岳 （中国画） 刘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