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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

溯源体育美术

公元前 776 年，古希腊人为纪念奥林匹亚神，
组织体育竞技活动，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起源。
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在古希腊的陶瓶上看到描绘体
育运动的精彩画面。更具艺术表现力的，是古希腊
和古罗马时期的雕塑作品《掷铁饼者》《刮汗污的运
动员》《拭垢者》等。

在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中，描绘体育运动的画面
较少。随着现代体育理念传入中国，表现体育运动
休闲的画作逐渐增加。萧淑芳的油画 《北海溜冰》、
艾中信的油画《滑冰》，都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体育运
动与休闲娱乐相结合的观念。

在延安地区，1941年，版画家刘岘创作了一件
珍贵的木刻作品 《延河溜冰》。作品在不足 10 厘米
见方的尺幅中，刻画了20个姿态各异、形象生动的
人物，描绘了冬季延河上军民滑冰的欢乐场景，展
现了延安在生产和抗战之外，休闲放松的一幕。据
曾在延安生活的美国医生马海德回忆，延安开展的
体育运动项目很多，有篮球、排球、乒乓球、田
径、集体操、举重、游泳、爬山、滑冰，甚至还有
网球。只是鲜有美术作品直接描绘这些画面。

随着中国健儿在国际体育赛场上取得优异成
绩，美术家们开始聚焦体育运动。1965年，刘秉礼
创作了宣传画 《心怀祖国 放眼世界》，展现了中国
女乒乓球运动员登上世界锦标赛最高领奖台的场
景。画面中，女乒运动员朝气勃勃，坚定自信，笑
容灿烂，背景上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和飞翔的和平
鸽，体现了中国运动健儿为国争光的喜悦和胸怀世
界的气魄。

凝聚精神气象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运动健儿积极参加国
际体育赛事，尤其是中国女排姑娘顽强拼搏的精
神，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也使体育成为中国人民在
世界舞台上展示形象的重要窗口。徐启雄、田金铎
等美术家，受到时代情感的激发，创作了一批表现
体育运动的佳作，表现了中国人民满怀豪情走向世
界、开拓创新的精神。

以中国女排姑娘“五连冠”为题，出现了徐启
雄创作的中国画《决战之前》，以及李慕白、金雪尘
创作的年画《女排夺魁》等佳作。《决战之前》视角
新颖，画面着力描绘女排姑娘们在决战前抚掌、相
互鼓励的情景，表现了她们必胜的信念。《女排夺
魁》 则聚焦胸前佩戴奖牌、手捧奖杯上台领奖的女
排队员。李慕白和金雪尘是生活在上海的老月份牌
画家，他们用细腻的笔法擦染出人物柔细的肤色，
非常逼真。画中的女排运动员形象并非来自真实队
员的写生，而是对整个中国女排姑娘精神气的提炼
与再造。

表现体育竞技，雕塑的形式感具有显著的特
点。1985年，田金铎创作出富有时代象征意义的雕
塑作品《走向世界》。为了表现女竞走运动员最具动
感和力量感的瞬间，作者充分发挥抽象艺术的创造
力，在艺术语言和形式上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手
法，整体的块面结构极具形式美，并把底座处理成

“0”字形，既表现了竞走姑娘步履的轻灵，又象征
着中国在奥运赛场上“零的突破”。1989 年，俞畅
创作的雕塑《挑战》，则刻画了一位残奥会上的铁饼
运动员。作品中，运动员旋转着身体摆动铁饼，定
格正准备投掷出去的瞬间。相较于田金铎雕塑作品
形态的流畅，俞畅则是让运动员的身体处于最紧
张、力量即将释放的那一刻，扭转、倾斜，惊心动
魄，运动员身体的肌肉紧绷着，突出的线条正好成

为块面空间分割的轮廓线，极富视觉张力。1993
年，李象群创作的雕塑《永恒的运转》，塑造了女铁
饼运动员旋转身体的形态，也象征着时间的永恒，
契合着生命不息的意涵。

还有作品聚焦中国人挑战极限、攀登珠穆朗玛
峰的事迹，比如黎明创作的雕塑《崛起》，表现的是
1988年中国、日本和尼泊尔三国登山队双跨珠峰的
时刻；2009年，冯杰根据1960年中国登山队首次登
顶珠峰的历史，创作了油画《征服珠峰》。这两件作
品都展现出中国人不畏艰险、永不止步的攀登精神。

21世纪以来，涌现了很多表现竞技体育的精彩
画作，比如黄国武的《泳》，将水墨的写意感、水的
质感，与蝶泳运动员抬头出水时翻起的水花，进行
了巧妙的视觉融合。陈健的雕塑《草原雄鹰》，表现
了蒙古族汉子摔跤的场景。作品将两位汉子的身体
紧紧塑在一起，后背翻起的坎肩，与即将失去重
心、腾空的身体，倾斜为“草原雄鹰”的意象。
2014 年，杨刚用简笔水墨创作的 《跳台滑雪》，用
寥寥数笔，极简、概括、精妙地表现出运动员身体

的剪影，让人印象深刻。2017年，陈治和武欣合作
的工笔画 《较量》，聚焦摔跤运动，用线描辅以晕
染，勾勒出两位摔跤运动员力量相互抗衡的瞬间。

展现全民健身

新中国成立后，美术家们主要描绘和表现社会
主义建设的场景、人民的形象、祖国的大好河山。
与此同时，还有一批作品展现了人们积极投身生产
建设以外，参与运动休闲娱乐活动的画面。古元的
版画 《北海之冬》、王合内的雕塑 《溜冰女孩》、李
瑞年的油画 《什刹海冬天》 等，都是其中的代表。
这些作品之所以聚焦滑冰，而非其他体育运动，是
在于滑冰运动广受欢迎，在创作中更能呈现出美的
形式和意味。

还有一种绘画主题是描绘民族地区节庆中的人
物和舞蹈，也与体育运动相关，比如乔十光的漆画

《泼水节》、陈白一的国画 《苗寨欢歌》 等。这些创
作被纳入表现体育运动的作品范畴，也体现出体育
运动成为一种全民共享的社会生活方式。

今年正式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中
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全民健身为基础，普
及与提高相结合，推动体育事业均衡、充分发展，
推进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

展现全民健身，已成为美术家创作的重要选
题。自1997年开始，在全国运动会期间举办“中国
体育美术作品展”，至今已经举办9届，集中展示反
映全民健身和参与体育运动的美术作品，产生了许
多精彩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有各种人群参与多种
体育运动的场景，呈现出全民参与、健康中国、快
乐共享的时代氛围。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李
宏钧在 2019 年创作的大幅中国画 《全民健身 律动
中国》。画面描绘了男女老少参与各项体育运动的场
景，老年人跳广场舞、打太极拳、下棋、组乐队，
少年滑轮滑、滑板、奔跑，还有少数民族人物形象
在摔跤、跳舞……近百人的人物组画奏出全民健身
的动感韵律。

不同于影像设备精确记录赛场上每一帧精彩时
刻，体育运动题材的美术作品，不只是直接描绘和
表现体育运动，更是通过艺术语言和艺术思想，呈
现出超越眼睛所见的艺术之美、哲思之美和创造之
美。期待更多体育运动题材的美术佳作，凝结运动
与艺术的力与美，表现时代风采，丰富当代美术的
创作面貌。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

近年来，我一直在粤港澳大湾区进行民艺调研，走
了不少乡村社区，到过许多工厂码头，总被这块年轻又
古老、富饶又神奇的土地打动，拍了不少图片，画了一
些写生，即时记录所见所想。大湾区的传统村落和传统
工艺，具有历史与当下、本土与世界、经济与文化交汇
共生的意义。身处国家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的前沿，昔
日的传统村落、民间艺术作为文化传统的根脉，依然在
日常生活的情境中延续和发展着，其中包含着很多耐人
寻味的主题，可观，可思，可画。透过形象，可以体会
其中悠远绵长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

在大湾区，人们供奉共同的先祖，修建同一样式的
祠堂，乡音相似，风俗相近，文化同根，乡土的、家族
的纽带尤其深厚。鳞次栉比的楼宇广厦间，依然留存着
昔日的街巷、船坞、牌坊和民居；现代化的车水马龙
里，还交织着古老的乡风乡愁；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
中，也能感受到早茶惬意、粤剧悠扬的生活韵律。即使
是四面八方来的外乡人，也能找到家的归属感。

我想把这些景和物都记录下来，就用平常的视角，
匆匆一瞥或回眸而视，极目眺望或细细打量，真实地记
录我看到的大湾区，表现自己感受到的风土人情。我
想，这一切要像写生一样真实，还原物象最本真的状
态，从整体到局部，以绘画意象呈现出来。在古老沧桑
的牌楼背后，有错综交织的电线天线；在巍峨庄重的墙
面上，布着斑驳的苔痕水迹。旧民居新楼房穿插并置，
小渔船大货轮遥相呼应，新与旧、古老与现代、城市与
乡村就这样自然地交织在一起。无需取舍，也不必回
避，就用彩墨铺陈它们本来的样子，展现那一刻时空、
景物、眼与心交汇的样子。这是今天的大湾区在我心里
的样子，就像白云投影在湖面，水流云动，是此时，也
是永恒。

在工作室创作这组作品时，我看到窗外冬去春来的
景色，看到走过的每一个熟悉的地方，内心格外沉静。
我想用笔墨表现这种宁静，淡远的天空或宁静的水面，
叠映的高墙或苍郁的树木，即使是林立的店铺、交织的
绳缆、密集的货箱也是苍茫无声的存在，没有人物，没
有喧嚣，是景物自己的叙事。隐去闹市人影，呈现市井
空茫，但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里无不留有人文的踪迹和
精神，它们汇合在一起就是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活和记
忆。这个感受的过程、这种沉静感是一种直观的生活方
式，如同饮茶，不在于茶器如何、环境怎样，而是品茶
时的“清静之心”。我们需要这样的体验，无需繁华，不
要装饰，而直指本源的精神。

这组作品运用的是中国彩墨语言，完全传统的笔墨
纸砚，恬淡自然。因为大湾区不仅是繁华的、繁忙的，
充满工业、商业的澎湃动力，也是宁静的、祥和的、人
文的，有着凝聚的内力，能够让外来的游子找到奋斗的
归属感。怎样表现繁华里朴素的本质？怎样体现忙碌中
的宁静？怎样呈现市井之间、寻常之物中闪现的光芒？
怎样在还原物象的同时又不剥离它独特的神韵？我想水
墨是最恰当的。濡染、浸润本身就具有一种时间感，呈
现每一时、每一物、每一刹那的当下所具有的意义。

有人将落叶的庭院扫得一干二净后，又轻轻把树摇
一下，抖落几片叶子……我们常常找寻和感受生活本来
的样子以及朴素细微处的美，我想，如果可以用画笔呈
现出来，大湾区之景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繁华深处是质
朴、包容，沉静而美好。记录当下，也是回望历史、面
向未来。希望文化同根、民风同源、经济共融、社会繁
荣的粤港澳大湾区再创神话。

（作者系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教授）

日前，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建校五十周年
特展“寄情大湾区——潘鲁生艺术作品巡回
展”在山东美术馆举办。展览通过粤港澳大
湾区主题创作和大湾区民艺调研记录两个单
元，展出潘鲁生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主题创作
的彩墨作品32件，呈现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与乡村、文化与社会、传统与现代繁荣共生
的景象。

我画大湾区
潘鲁生

我画大湾区
潘鲁生

▲ 粤·围龙屋 （中国画） 潘鲁生

▲ 港·大澳渔村 （中国画） 潘鲁生

用美术呈现体育运动之美
魏祥奇

在成都大运会赛场上，中国运动
健儿拼搏正酣，展现了中国青年的风
采和精神风貌。近年来，人们对重大
体育赛事的关注度持续攀升，对全民
健身理念的认识不断加深。用绘画、
雕塑等艺术手法表现体育竞技和运动
健身，成为美术创作的热点。

回溯 20 世纪以来的中国美术史，
许多体育运动题材佳作不仅定格一个
个精彩瞬间，更通过艺术家敏锐的感
受力、创造力和表现力，艺术呈现体
育运动之美，使之凝聚精神气象，生
动诠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勇攀高
峰的精神。

▲ 征服珠峰 （油画） 冯 杰▲ 征服珠峰 （油画） 冯 杰

▲ 决战之前 （中国画） 徐启雄

▲ 走向世界 （雕塑） 田金铎▲ 走向世界 （雕塑） 田金铎

▲ 较量 （中国画） 陈 治、武 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