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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展览献礼

伴随着嘹亮的军号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接力——中央美术学
院教师写生创作展”日前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展览以

“接力”为主题，重点展出了中央美术学院 50 余位在
职教师走访抗日战争重要遗址而创作的表现中国军民
精神风貌的作品。包括油画、雕塑等多种形式的70余
件 （组） 新作，围绕着抗日战争中的人、事、景、
物，以写生创作的手段，讴歌中国人民反抗侵略、争
取民族独立的伟大历史，展现出当代艺术家对历史的
沉思和人文精神的表达。

同期，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的“抗战与文艺：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馆藏文物系列展”开展。国
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介绍说，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
亡的关头，广大文艺工作者走出书房、画室，以文艺
为武器，通过奋进的艺术创作鼓舞全民抗战。其中

“抗战木刻展”“梁又铭抗战美术作品展”等展出的大
批美术作品及文献，鲜活地呈现了美术在抗战时期所
发挥的齿轮和螺丝钉的作用。

同时，全国各地美术馆也陆续推出专题纪念展。
例如，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美术馆展出的“北上——

广州画院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写生、创作展”，浙江
美术馆推出的“血肉长城——浙江省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胜利70周年美术、摄影展”等。这些展览从人
文艺术的视角，反映抗战历史，展示英烈精神和人性
光芒，为特殊的历史时刻献礼。

抗战题材的当代表达

虽然今年各种抗战主题的展览与创作比较突出，
但就整体的美术创作而言，抗战主题的创作在当下的
美术作品里所占的比例不大。那么，抗战历史题材的
创作是否还有现实意义？

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表示，美术作品与生活
的关系不能因是否处在不同时代就有所亲疏。毋庸置
疑，抗战历史题材的创作仍然具有启示当下和平生活
的重要意义。

《美术》杂志执行主编尚辉认为，今天对抗战历史
题材创作的讨论，核心问题即是该题材在今天还有没
有价值。“我们也看到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尤其是一些
当代艺术作品对这一历史主题有很大的消解。今天的
艺术家并非创作不出有深度的这一题材作品，关键是
美术家们对抗战历史题材的价值判断。这一点对今天
的美术理论家而言，同样是一个需要思考的命题。”

提及这一题材在当代人文视角、审美价值、表现

方式等方面展现出的时代特征，尚辉指出，当下有关
战争的关注视点既不同于战争年代鲜活的纪实性，也
有别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现实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抒
发。在当前的文化语境下，有关抗战历史主题的美术
创作展示出了“人性”文化积淀的新面貌。

“在审美精神上，由原来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转
向了悲情现实主义和平民主义。就表现人物而言，也
由原来的表现‘英雄’、塑造‘典型’转变为对战争中
普通人的描写。表现方式上，突破了单一的现实主义
再现模式，将象征主义、立体主义、并置陈列、媒材
拼贴等多种现代艺术语言和观念纳入到抗战历史主题
的创作中，从而使这一历史主题性的美术创作具有了
更多当代艺术的特征和文化含义。”尚辉分析说。

鲜活的创作才是好的纪念

不能否认，今天的美术家对抗战历史题材的复现
只能依托间接的资料素材。因此，对历史体会的片断
性和有限性等因素在客观上影响了当下这一题材的创
作质量，致使作品容易缺少历史的深度和厚度。那
么，怎样的抗战美术创作才是对历史更好的纪念？

历史主题的创作首先应以历史真实为依据。中央
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强调：“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表现方
法，都必须遵循‘两个真实’的原则，一个是历史的
真实，一个是感情的真实。”

在这一问题上，长期关注抗战历史题材并为献礼
70周年潜心创作《抗战老兵》组画的山东画院院长孔
维克颇有体会。“我为这次创作寻访了100多位抗战老
兵，作品中表现的 4 位老兵就是以他们真实的抗战经
历为原型塑造的。画肖像，最终表现的是人，这次创
作让我对抗战历史题材的创作有了更深的体会。美术
家不仅都要钻入到翔实的史料中去，还要站在当代认
知和审美的角度来审视和把握表现对象。只有调动自
身一切的生活经验及学养积淀，让自己走进历史，同
时让历史映射我们的生活，才能画出有血有肉的艺术
形象。”孔维克说。

广州画院院长方土也表示，抗战对中国艺术的影
响尤为深远。“我们通过行走来亲身感受历史，既是对
英烈的缅怀，也是对民族文化之魂的一次寻根。”历史
虽已远去，但对历史的表现应保持鲜活。抗战的目的
是“保家卫国”，艺术作品背后的山河情怀，恰好将画
家与历史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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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全国美展国际巡展近日到访美国，在纽约曼哈顿
邦瀚斯展览中心举行。这是全国美展自1949年设立以来首次亮
相美洲，在世界当代艺术中心展示中国当代主流美术的最新成
就和鲜活面貌。

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认为，中国美术家们从现实角度观察
社会变迁、在精神层面感悟世间百态，生动地描绘了当代中国

“机遇与挑战并存，喜悦与艰辛交织”的全景画卷。
纽约市市长白思豪表示，从上世纪后半叶持续至今的全国

美展，一直是体现中国美术家才华与远见的舞台。此次展览使
纽约这个故事感极强的城市更具创造性和多元性。

（王然 张雪）

如果要问海外收藏中最著名的中国古代绘画作品是哪件，那一定非东晋顾
恺之的《女史箴图》莫属。几乎每一个到大英博物馆的华人游客，都想去一睹
这件名作的真容。可惜现在这件作品因为多种原因一般不予展出，所以大多数
人都无缘得见。

顾恺之是有记载以来中国最早最著名的文人画家，因为率真的性格和卓绝
的才艺，有“三绝”之称——才绝、痴绝、画绝。关于他卓绝的才艺，历史上有很多
令人称奇的记载。但他的作品，没有一件真迹流传下来，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都是
摹本。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女史箴图》，一般认为是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的摹本。

这件作品是根据西晋张华 《女史箴》 一文中的故事描绘而成的。“箴”即
“箴言”，就是劝勉的话。“女史箴”即是编撰历史的女性官员，通过对历史上若
干有德行女子的描述，劝诫女子所应遵守的封建伦理。原内容有12段，绘画中
只保留了后9段。尽管如此，它还是有349厘米长，但高只有25厘米。

像古代的典籍一样，这样长的手卷作品，也是从右到左展开。阅看时只能
逐渐打开，看完一段之后卷上，再看下一段的。因此，人们每次只能看到一个
劝诫的故事。这种方式有点像连环画。但与连环画不同的是，这 9个故事并没

有连续的故事性，每一图都是单独的故事场景。
除了衣冠服饰之外，看这样的人物画，看其对线条的描法很重要。《女史箴

图》中的线条叫“游丝描”，一是说明它力度均匀，连绵不绝；二是说明它从容
自得，如行云流水。这是一种很高的技艺。通过画中对一些山水的描绘我们可
以看出，它们像展子虔的《游春图》那样保留了质朴的方式。由此可见人物画
的发展比山水画要成熟得更早些。

这件作品在清代一直藏在圆明园。八国联军侵扰圆明园时，一个名叫约翰
的大尉得到这张画，并于1903年以25英镑的价格卖给了大英博物馆。后来，被馆
内的日本籍装裱师裁成两段，分别裱在两块木板上。我们知道，绢本作品的伸缩率
跟木板不一样，100多年的热胀冷缩使绢本几乎成了碎末。现在，它大多数时候都
躺在大英博物馆的修复室了，正被研究如何恢复成原样。这件作品浓缩了太多
令人揪心的故事。

“红楼梦未完”是不少中国文学爱好者的憾
事。而对于20世纪中国美术的爱好者来说，让他
们引以为憾的事情之一就是周思聪、卢沉于上世
纪 80 年代初创作的 《矿工图》 组画最终未能完
成。

好在我们如今还能一睹这组作品——由中国
美协、中国美术馆等联合主办的“大爱悲歌——
周思聪、卢沉 《矿工图》 组画研究展”日前在北
京画院美术馆展出。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
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刻，周思
聪、卢沉家属将 《矿工图》 组画、手稿和文献 53
件捐赠国家，这次展览也就成为组画自诞生以来
最大规模的集体面世。

《矿工图》 组画是 20 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经
典作品，被誉为继蒋兆和 《流民图》 之后又一部
揭露侵略罪恶、为人民苦难控诉的里程碑式力
作。《矿工图》 最早是在 1966 年由卢沉构思、立
意，以东北沦陷时期的矿工苦难血泪史为创作主
线。这套组画以反映中国普通的劳苦大众 《背井
离乡》 为起点，以表现人民抗争胜利的 《当家做
主》 为结尾。只不过由于构思挖掘得不够深入，
这部《矿工图》并没有继续进行下去。“文革”结
束后，周思聪、卢沉决定重新构思创作 《矿工
图》。此次他们将构思定位于表现中华民族和广大
人民的血泪历程，意在唤起时代对于战争灾难的
反省，用自己的艺术创作去呼吁、追求“和平”
与“人道”的永恒主题。

1980年，周思聪、卢沉开始重新创作 《矿工
图》。为了更好地表现这套深刻而又沉重的绘画主
题，夫妇二人结伴奔赴吉林辽源煤矿写生采风。
两人在辽源煤矿拜访了幸存下来的老矿工，听他
们亲口讲述当年在日军暴行下的惨痛经历；绘制
了大量的炭笔速写，捕捉下每一处重要的细节。
为了更好地了解日伪时期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两
人还到当地博物馆查阅、收集了大量的图像资
料。这些素材都成为构建《矿工图》的坚实基础。

组画构思共计 9 幅，周思聪、卢沉合作完成
了《同胞、汉奸和狗——矿工图之五》。在卢沉因
患肝病而逐渐退出创作后，周思聪以过人的意志
和心力独自完成了《遗孤——矿工图之六》《王道
乐土——矿工图之一》《人间地狱——矿工图之
三》 等 3 件作品，却最终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
类风湿病，也不得不停止创作。这是中国画史上
一套未完成的大型人物组画，也是一曲未谱完的
浩浩悲歌。

时隔多年再看，也许这批画在我们这个时代
太沉重，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在北京画院院长
王明明看来，回首《矿工图》，或许今天的艺术家
能够从中更多地感受到真情实感，就如同周思
聪、卢沉在创作《矿工图》时体验到的一样。“画
面中的每一笔每一墨都是画家内心深处的有感而
发，是他们用汗水甚至生命谱写的一曲大美大爱
的赞歌。这也是经典艺术能够穿越时代、激荡人
心的根本所在。”

李放先生是我的同乡，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后又
师从欧阳中石先生攻读博士，毕业后任郑州大学美术
系教授、硕士生导师，是河南省较早取得博士学位的
书家。李放的书法可以概括为三个字：全、精、雅。

所谓“全”，是说他兼擅诸体。李放于楷、行、草、隶
篆皆有涉猎，都达到了一定的造诣。不但如此，每一种
书体他还能写出不同的风格。比如楷书，不但能写始
平公造像的风格，也能写张黑女墓志的风格；行草书
不但有二王风格的作品，也有张旭、怀素、苏轼风格的
作品。李放书法以魏体楷书和行草见长，然其篆隶也
写得很好。篆书有天发神谶碑的笔意，又受清末诸家
的影响，写得天骨开放、雄健大气。

书家偏工者多，兼擅者少。欲诸体兼擅，非有广泛
的涉猎、深厚的积累不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李放
的各体皆能，大约与教学的需要有关，久之便造就了
这种可贵的素养。

其次是“精”。李放之于诸体，不是止于“会写”而
已，而是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他善于从各体各家的

不同风格中挹其精华、融会贯通，从而形成自己的风
格。比如魏楷，他取始平公的方笔峻厚之势，而弃其中
的夸张尖棱，从而变得温醇峻厚。而其用笔的稳重朴
厚、笔沉墨实，不难看出其师欧阳中石先生的影响。

李放的篆书师法清人，摒弃铁线一路，比较注重
用笔的起收转折、提按变化，于圆浑的线条中时见方
笔。方笔写篆是当代的一个趋势，然贵在恰到好处，过
犹不及。李放的方笔乃是方中带圆、方圆兼济，与一味
方笔峻折拉开了距离。李放的行草书主要取法二王，
参以旭素、东坡，提按变化丰富，使转精致到位，结体
宽博大气。

再次是“雅”。观李放作品，雅逸娴静之气扑面而
来。气息是书家禀赋的体现。书家人格禀赋的高下雅
俗，在其作品中皆能见其端倪。古语云“腹有诗书气自
华”，欧阳中石先生也讲过“书面文心”。攻读博士期
间，他写出了20多万字的《苏轼书法思想研究》学位论
文，对苏轼的哲学思想、书法理论、尚意理念的形成发
展及影响等各方面都做了较深入的探讨。

让历史映射我们的生活
——抗战题材的美术创作赏析

胡立辉

让历史映射我们的生活
——抗战题材的美术创作赏析

胡立辉

一曲未完成的悲歌
周思聪、卢沉《矿工图》组画展出

赖 睿

同胞、汉奸和狗——矿工图之五 周思聪 卢沉同胞、汉奸和狗——矿工图之五 周思聪 卢沉

全国美展首次亮相美洲

70年前，在烽火硝烟的年代，抗战让美术担负起了特殊的历史使命。如今，在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刻，大批美术家投入到抗战历史题材的创作中，以多视角创作
出带有时代气息的抗战美术作品，反映了新时代对抗战历史的思考与表达。

顾恺之《女史箴图》：
海外收藏中最知名的中国古画

邱才桢

顾恺之《女史箴图》：
海外收藏中最知名的中国古画

邱才桢

□古画品鉴

女史箴图 （局部） 东晋 顾恺之

“嵩岳逸韵——郑州大学美术学院教师作
品展”日前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汇集了
郑州大学美术学院 30 多位专业教师近 300 件
作品。其中，郑州大学教授、书法学系系主
任李放的魏碑风格书法作品篇幅巨大、风格
鲜明，显示了作者的艺术创新。

宽博大气 文人书风
——李放书法艺术浅析

西中文

曹操短歌行 李放书

夜袭上海 梁又铭

卫国者荣——为抗日老兵塑像 （局部） 范 墨

中正平和 阎伟书

阎伟，山东双年展董事长，青岛市榜书艺术研究会法人代
表，青岛市翰墨艺术研究院名誉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