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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影像聚焦“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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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誓以英勇顽强的
战斗意志，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上级指到哪
里，打到哪里。决不畏惧，决不动摇，发扬刻苦耐
劳、坚忍精神，克服一切艰苦困难，发扬革命的英雄
主义，在战斗中创建奇功。”

静静地伫立在画家吴云华 《跨过鸭绿江》 这张巨
幅画作前，我的思绪仿佛飘到70多年前，耳畔仿佛响
彻着战士们如响雷般的誓言。画作着力描绘了1950年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雄壮历史篇
章。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画家将一场激烈的战争凝固
在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伟大瞬间。

画面中的鸭绿江大铁桥，如同延展的臂膀，伸向
朝鲜的新义州。彼时，美军出动数十架次飞机向大桥
狂轰滥炸，部分桥体已经坍塌，对中国安全造成极大
威胁，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是从这里，从白雪皑皑的江
面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就在那个积雪没踝
的夜晚，战士们顶着凛冽的寒风，背负着几十斤的装
备，大踏步走向朝鲜战场。队伍静悄悄地前行，似乎
只有低沉的口令声、急促的脚步声和马匹轻轻的响鼻
声，背景是暗蓝色的夜空，探照灯的光，将大铁桥照
亮，更将战士们年轻的脸庞映照在历史的长河中。

凝视着 《跨过鸭绿江》 画面中的钢铁战士，我仿
佛也走进画面，与他们一路同行。似乎他们正微笑
着，看着今天祖国的强大，用满是老茧粗糙的手，拍
着我的肩膀，擂着我的胸膛，豪气冲天地讲述着70多
年前的战事。

这段历史，在我当记者时，就从一位参加过抗美
援朝战争的老者那里听过。老者的豪情、声音，还有
无法自控的泪水，让我这么多年都无法忘记。每每看
到“抗美援朝”几个字，我的耳边就会响起老人嘶哑
的歌声——《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
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与吴云华聊起这幅 《跨过鸭绿江》 时，时隔多
年，他仍心情激荡。2006年，吴云华在创作这张作品
时，为了再现当年场景，让人有代入感、真实感，他
深入丹东边防团，与部队战士一同演练，一同行军。
吴云华说，只有当自己是一名军人时，才能真正感受军
人的情怀。每天训练结束，他便对着面孔刚毅的战士们
写生，同样年轻，同样坚毅，同样忠诚。2009 年成稿的

《跨过鸭绿江》中的战士形象，多来源于此。
谈到 《跨过鸭绿江》 的创作过程，吴云华说，他

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用绘画的形式再现这场伟大
的战争。真实反映这一重要历史时刻，把一幅贴近史
实、讴歌正义、展现时代精神的壮美画卷奉献给大
众，是他克服困难、潜心创作的动力。在这种动力的
激荡下，吴云华大量阅读有关抗美援朝的资料；倾听

入朝参战的官兵、战地记者和摄影家的讲述；学习其
他画家前辈有关该题材的画作。整个创作过程，“雄赳
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与脑海里汹涌翻腾
的画面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吴云华构图的要点。

时空，定格在 1950 年冬天丹东鸭绿江赴朝渡口，
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跨江作战提出明确要求：
在目前几个月内，只做不说；志愿军一律着朝鲜人民
军军服，迷惑敌人；夜行昼伏，每日黄昏开始行动，
拂晓隐蔽完毕……中国人民志愿军就这样隐蔽地开过
鸭绿江，完全出乎敌人意料地出现在朝鲜战场，开始
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思路，定格在大部队“跨过鸭绿江”这一节点
时，其时间、环境和人物形象也就鲜明起来。初冬寒
冷的夜晚、遍布足迹的雪地、被敌军轰炸过的鸭绿江
大桥、无声疾行的队伍、坚毅而从容不迫的神情……
都成为作品中反映题材的基本符号。

吴云华以鸭绿江和江桥为背景，在“跨”上做文
章，构思了两个方案：一是画面呈冷色调，中国人民
志愿军过江途中；二是画面呈暖色调，进入新义州，
朝鲜民众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现在看到的 《跨
过鸭绿江》 属于冷色调那幅，旨在突出行动的隐蔽和
出乎意料。鸭绿江大桥横贯画面，在夜色笼罩冰雪覆
盖的江面上，志愿军队伍趁着夜色浩浩荡荡前行，仿
佛能听到踏雪疾行的脚步声，衬托出画面的静寂，远
处几束探照灯光的穿插，增添了紧张神秘气氛，营造
出隐蔽过江的意境。在局部和细节的处理上，吴云华
将其勾画得真实细致，每一个人物形象都有着鲜明的
特征，细看下来，身份、年龄、衣帽以及枪支、背
包、子弹袋都不尽相同。此外，他了解到当时因为战
事紧急，部队的冬装还没来得及上衣领，战士们用白
毛巾等系在脖颈处。其真实的时代感，让我们今天看
时还为之震撼，被带入那场可歌可泣的战斗中：一个
个年轻的志愿军战士，为了和平与正义，心甘情愿地
奉献自己的一切，将鲜血洒在了朝鲜半岛，让后人永
久地思念和缅怀。

吴云华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他刚满 6 岁。
东三省是距前线最近的后方，吴云华的家就在那里。
在他的记忆中，为了防备美军飞机的轰炸，家家户户
窗户上都贴满了米字形纸条，防空警报经常刺耳地鸣
叫。他家住的大院儿里有朝鲜政府高级干部的家属，
他与那些说朝鲜话的小伙伴儿，一起唱“雄赳赳，气
昂昂，跨过鸭绿江”。当时的报纸、画报、宣传画、小
人书上，常常有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英
雄事迹。这些形象和事迹都深深地印在他幼小的记忆
中。飞机大炮坦克车、英勇的志愿军、举手投降的美
国兵都是他孩提时描摹的对象。从那时起，年少的吴
云华便喜欢收集各种英雄的资料，这种喜好一直持续
到今天。12岁时，他便拿起画笔，将他心里那一个个
矗立起来的形象，用略显稚嫩的笔触展于纸上。随着
时间的推移，曾经的稚嫩变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深
厚。完成油画 《跨过鸭绿江》 后，吴云华还在继续创
作，无论是抗战题材，还是中华文明、建党百年题
材，在他的笔下，我看到了国家的蓬勃发展，中华民

族走向伟大复兴波澜壮阔的实践。
这些重大历史题材作品，是极其考验画家的艺术

修养、知识结构和对历史深度把握的。吴云华的 《跨
过鸭绿江》 展现了他基于时代语境的历史再认知，是
时代与历史的融合。对于重大历史题材，吴云华一直
在努力思考：“如何适应时代对典藏类绘画艺术的审美
要求，这是一种严峻的考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用新的思维再次诠释和解读重大历史题材，既要真实
地再现历史，还要在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上有所发展
和突破，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又有鲜活的生命力和
感染力。这些作品要经得住史实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双
重检验。”这样的思考，也为重大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
提供了经验和启发。

（作者为吉林省长春市文联组联部部长）

本报电（记者赖睿）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天
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这一重要历史时刻，近期通过罕见的彩色影像再次
被人们重温。日前，由中国美术馆、莫斯科市文化局、
莫斯科多媒体艺术博物馆主办的“聚焦‘站起来’——
莫斯科多媒体艺术博物馆藏米科沙摄影作品展”在中国
美术馆举行。展览展出苏联摄影师弗拉季斯拉夫·米科沙
1949 年至 1950 年来华拍摄的 110 余幅珍贵照片，通过这
位摄影师的镜头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成立后第一
年的景象。

据文献记载，1949 年 9 月，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邀请，苏联派遣电影摄制组来华协助中方拍摄关于中
国人民解放军及解放区新生活的纪录片。苏联摄影师弗
拉季斯拉夫·米科沙作为摄制组的一员，参与了纪录片

《中国人民的胜利》的拍摄，并于同期拍摄大量彩色照片。
本次展览分为“开国大典”“定国安邦”“普天同

庆”3个篇章，用摄影纪实视角展示了1949年10月1日开
国大典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形象以及参与庆祝方阵的乐团
演员、学生、工人形象。在《民间歌舞团成员》《戏剧学
院的女大学生》 等影像中，每个人物都容光焕发、目光
炯炯，充分体现了当时人民的喜悦之情。展览还展出了
解放军将领、战士、民兵，长江沿岸、东南地区战士们训练、
作战的情景以及各地群众欢庆解放军取得胜利的场景。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
好合作条约签署 20 周年。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
米科沙的摄影作品具有与众不同的纪实性，凝固了时代
的精彩瞬间，是珍贵的历史影像，不仅记录了中国人民

“站起来”的庄严时刻，也增进了中俄两国人民的了解和
互信。

日前，第十四届中国国际漫
画节开幕式暨第十八届中国动漫
金龙奖颁奖大会在广州举行，备
受关注的中国动漫金龙奖花落各
家。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亮点是，
深耕传统文化、融入时代脉搏的
优秀动漫作品成为“顶流”，收获
众多奖项。

在本届获奖名单中，对中国
传统进行深入挖掘和再创作的作
品比比皆是。漫画奖项里，有以
细致画面描绘魏晋名士的 《广陵
散》，致敬中国农耕文化的《见龙
在田》，极具水墨意境之美的《江
湖故人》，以“御猫”视角科普故
宫历史文化知识的 《故宫御猫夜
游记 龙的玩具》。动画奖项里，
则有收获“最佳动画长片奖”金
奖、最佳动画导演奖、最佳动画
音乐奖三大奖项的《姜子牙》，以
蒸汽朋克风格重新诠释经典神话
的《新神榜：哪吒重生》，取材自

《山海经》《搜神记》 等的 《雾山
五行》。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
积淀，有着深厚的、待开掘的潜
力。浩如烟海、丰富多彩的历史
典故和民间传说，为动漫创作提
供了取之不尽的人物故事和创意
源泉。许多经典作品及形象，如

“西游记”“三国志”“花木兰”
等，不仅为中国动漫所用，而且
走向世界，成为海外动漫创作的
素材。

中国动漫在上世纪 60 年代至
80年代曾有过一段辉煌时期。《大闹天宫》《小蝌
蚪找妈妈》《哪吒闹海》《葫芦兄弟》 等经典之
作，都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并展现出浓郁
的东方美学特色，成为一代人的童年记忆。近年
来，中国动漫再次涌现出一大批植根于传统文化
的现象级作品。《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大鱼海
棠》《哪吒之魔童降世》等取材于中国古典名著的
电影，以现代方式讲述传统故事，激发观众深层
共鸣，在动漫界引发新一轮民族风潮。

值得欣慰的是，这些广受欢迎的动漫作品并
不是传统文化元素的简单堆砌或生搬硬套，而是
在深入把握传统文化内核的基础上，通过现代视
角重构历史故事，将现实思考融入作品之中，搭
建起传统与现代的桥梁，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同时，动画技术的进步、
视听语言的发展，也为动漫穿上鲜亮的外衣，使
得作品更加贴合当下观众的审美需求。

作为“中国动漫风向标”，历届金龙奖的获奖
名单一直代表着行业的走向，本届榜单也不例
外。深耕传统文化、并融入时代潮流，已然成为
中国动漫当下重要的创作方向。

那么，如何让传统文化在动漫作品中焕发时
代光彩呢？一方面，创作者既要继续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也要弘扬时代精神，找到
传统文化与当下文化的连接点，与时代同频共
振，进一步打造有影响力的作品，形成中国动漫
自己的风格。另一方面，创作者还要沉下心来，
摒弃浮躁，不能为了迎合市场而对传统文化进行
简单照搬或是脱离内涵胡乱改编，应以精益求
精、认真严谨的态度，把工匠精神付诸实践，用
更多有品质、有温度的作品打动人、感染人。

本报电（闻逸） 由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安徽省文化
和旅游厅作为指导单位，中华艺术宫 （上海美术馆）、合肥
市赖少其艺术馆主办的“木石精神——赖少其艺术文献
展”日前在中华艺术宫开幕。本次展览展出赖少其生平相
关作品近100件，文献史料实物及历史照片约200件 （套）。

赖少其 （1915—2000 年） 是著名书画家，更是坚定的
革命者。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艺战士，为民族的解
放、祖国的发展和党的文艺事业奋斗终身。从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赖少其在各
个阶段和不同地区，创作了大批为人民创作、为时代放歌
的版画、中国画、书法等各类作品，取得重要艺术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赖少其担任上海文化艺术界主要领
导，负责创建了上海美术馆等一系列文化艺术机构，后调
安徽文化艺术界任主要领导，创建省美协等机构，创立

“新徽派版画”，对上海、安徽的文化艺术事业发展起到重
要作用。

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举办此专题展具有多重
意义——从时代的背景、艺术的角度、作品的展示，回顾赖少
其的革命和艺术人生，加强革命传统和文化艺术教育，让观
众进一步深刻理解中国现代美术史、中国共产党历史。

据悉，本次展览入选文化和旅游部“2021年全国美术
馆馆藏精品展出季”项目，还进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
会2021年度工作计划重点合作事项”。

油画《跨过鸭绿江》

雄赳赳气昂昂，今夜过江！
李 非

《跨过鸭绿江》描绘了冬夜里中国人民志愿军“雄
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一重要历史时刻，画
面将时空锁定在丹东鸭绿江赴朝渡口。作品横向构
图，视野开阔，描绘出一幅千军万马云集、气壮山河
的画面：鸭绿江江面白雪皑皑，志愿军官兵们士气昂
扬，肩扛钢枪，昂首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义无反顾
地走向保家卫国的新战场。队伍呈“之”字形疾行，
汽车、战马运输着辎重，蜿蜒不绝。远处夜空中，几
束探照灯光将被敌机炸毁的鸭绿江大桥照得通亮，渲
染出战争的残酷和紧张气氛。作者将画面整体和局部
细节刻画巧妙结合，人物形象塑造细致入微，色调处
理匠心独具，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作品
展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
心和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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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过鸭绿江 （油画） 吴云华 中国美术馆藏▲ 跨过鸭绿江 （油画） 吴云华 中国美术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