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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6年开始，我参与了多次国家重大题
材美术创作工程。其中2009年结题的“国家重
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我和黄发祥合作完
成了油画《启航——中共一大会议》；在今年结题
的“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大型美术创作工程”中，我与黄发祥、
江帆、余琛潇合作完成了油画《小平您好》。下面
就围绕以上两件作品的创作过程，谈谈对主题性
美术创作方法的认识与理解。

概括来讲，国家主题性绘画创作的基本方法
主要涉及以下几个环节：从解读选题内涵开始，
到创作主题的探寻，再到人物形象的塑造，几个
环节前后相续，互为关联，由此生发出重大题材
绘画创作的魅力。

选题内涵的解读

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主要以国家组织创
作工程的方式展开。其中，第一个步骤是公布创
作选题，因此创作选题的选择与解读成为国家重
大题材命题创作中的首要环节。

油画《启航——中共一大会议》与《小平您
好》，这两件作品都不是在最初的选题阶段就确
定下来的。在2009年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
作工程的初始阶段，自己并没有选择“中共一大
会议”这个题材，而是在申报其他选题之后，当时
正在组织创作团队的许江院长认为我更适合“中
共一大会议”的创作，才开始着手准备。《小平您
好》是中国美协在第二轮草图评审后，委托给我
们的选题。从这个情况来看，选题不管是主动还
是被动，权衡的基本条件是要适合创作者的创作
特点。

选题确定后，重要的工作就是选题内涵的解
读。2006年我所在的中国美术学院积极组织大
家参与到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选题
中的“中共一大会议”，只是简要介绍了一大会议
的基本情况以及历史作用，其他更为详尽的内容
则需要进一步的史料收集。我们知道，1921年7
月召开的中共一大会议，先是在上海的望志路
106号举行，会议进行到第五天晚上，因为巡捕
房密探的闯入而中止，其后辗转到了嘉兴南湖的
画舫完成会议全部议程，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国
共产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以及《关于当
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共中央的临
时领导机构——中央局。由此来看，这一选题还
是有较多表现空间的。我当时所画的第一轮初

稿中与嘉兴南湖红船有关，一张是表现一大会议
13位代表群像的《红船行天下》，具有明显的象
征意味。另一张是以纪实的手法表现一大会议
结束后，代表们道别启程的场景。两张初稿在首
轮评审中，评委们明确表示，还是应该采用写实
的方式，有利于发挥油画的表现力。在解读选题
内涵这一阶段，我明确了两点：一是选择中共一
大在嘉兴南湖红船的会议为内容。因为南湖红
船早已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的标志之一，属于
发生在浙江的重大题材，自己作为浙江的作者理
应承担；二是确定以写实的手法作为主要表现形
式，可以更好地展现油画语言的特色。但是，如
何来表现这一重大题材，当时自己的认识尚浅，
因而有了后来寻找创作主题所发生的一系列困
惑与解困的创作经历。

《小平您好》这个选题对于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出生的人们而言是有深刻记忆的。1984年，
新中国成立35周年之际，中断多年的国庆游行
再度盛大举行。当游行队伍从天安门前通过时，
一群朝气蓬勃的北京大学学生突然打出了用床
单做成的“小平您好”的简陋横幅，引发了人群的
欢腾喧闹。这个场面，成为一代人永久的记忆！
很荣幸受中国美协的委托，由我们创作改革开放
初期的重要选题《小平您好》。在《小平您好》创
作团队中的年轻教师江帆、余琛潇曾参加第一轮
的草图海选，当时他们的构思是表现参与国庆群
众游行的北大学生在寝室里秘密书写“小平您
好”的场景。两位年轻作者出生于上世纪80年
代后期，对于国庆35周年的游行庆典没有切身
记忆，对我和黄发祥老师而言，当时游行队伍中
出现的情形却恍如昨日，记忆犹新。我们觉得应
该以游行队伍打出“小平您好”横幅时的场面作
为表现选题的内容，才能更好唤起观众的记忆，
让人们重温与小平同志亲如家人的情感。

创作主题的探寻

确定了选题的基本范围及表现形式之后，就
是对创作主题的进一步探寻与挖掘。

2006年开始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
工程，提供的题材范围比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有
组织的历史题材创作活动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
同一选题的表现形式也更多元，同一选题的表现
内容也有了进一步拓展的可能性。“中共一大会
议”这个选题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些历史阶
段，曾有艺术家创作过相关作品。我希望能在新

时代的历史画创作中与以往有所不同，希望在尊
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去展现历史事件，塑造感人
形象。

在“中共一大会议”选题的构思阶段，主要从
“启程”与“启航”两个创作主题展开，从大量的草
图中可以见到所经历的颇为艰辛与纠结的构思
过程。自己在小稿创作的开始阶段，对于中共一
大会议的历史性意义认识尚不充分，总会纠缠一
些细节的表现。根据一些回忆资料的描述，一大
代表们到嘉兴南湖来时，基本上是扮作游客的模
样，然后登船完成会议议程。我围绕“启程”主题
而画的草图，想尽办法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构思，
并且在人物形象以及着装方面已有具体刻画，但
感觉上总是显得平淡，很多人无法一眼从构图上
看出画的是中共一大会议。因此，在草图观摩阶
段，甚至有老师指出：这哪里是一大会议，更像是
春游。看来表现下船启程告别的场面，把代表们
表现为离船上岸的游客状态，无法展现一大会议
所具有的历史感。我不得不转向表现一大代表
们上船的瞬间，许江院长提出一定要以“启航”作
为表现嘉兴南湖一大会议的主题。在其后的一
段时间，我便紧扣“启航”主题，从相对较小的场
景空间以及不太多的人物入手，希望用以小见大
的方式来表现，但是画面效果依然不尽如人意。
我在后来的草图中，尝试以较宽的画幅将与会的
全部代表以及红船的整体纳入到画面，并且降低
视平线，以翻滚的云层、激荡的水浪烘托气氛，画
面渐渐呈现出“中共一大会议”是“一场开天辟地
大事变”的历史感觉。

回想自己参加全国及浙江省重大题材美术
创作草图评审会所受到的启发，在创作主题、表
现形式方面做了大量调整，创作主题从“启程”到

“启航”的改变过程，实际上也是对中共一大会议
的认知与理解逐步加深的过程，是一个将个人体
验与国家、民族记忆逐步融合的过程。在此基础
上《启航——中共一大会议》的草图才逐步走向
成熟，在全国的评审中得到基本肯定并拿到了

“中共一大会议”选题。
相较于“中共一大会议”的构思与创作主题

的确定过程，《小平您好》的创作草图的进展是比
较顺利的。在确定表现国庆游行队伍经过天安
门打出“小平您好”横幅的欢庆场面后，我们就开
始了草图的绘制。在草图绘制过程中，我们专门
去横店影视城请了近20位群众演员，高举横幅
来回欢呼跳跃，通过摄像与照片拍摄获得了一些

较为生动的人物形象与动态，根据这些资料我们
绘制了两张草图，一张表现的是迎面而来的游行
队伍；另一张画的是从左向右行进的游行队伍。
最终，后一张草图得到了评审专家的认可，确定
将这张稿子作为正稿放大的基础。这张游行队
伍从左至右行进的草图，比较接近大家熟悉的国
庆35周年群众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打出横幅时
的摄影机的视角，但我们在画面上降低了视平线
的高度，主要考虑两点：一是通过让观画者与画
中人物的视平线相近，使观众有融入游行队伍的
感觉；再是便于调整画面中人物的动态变化，有
利于相对集中地塑造人物形象。

人物形象的塑造

在国家主题性绘画创作中大尺幅的画面居
多，需要创作者对创作小稿进行反复推敲。这个
过程不仅要体现出作者的创作意图及创作主题，
还要体现形式规律的应用以及光线、色彩的处
理，尤其是要处理好人物的安排。这些草图阶段
的工作，既是为了正稿绘制工作的顺利进行，也
是为塑造人物形象做好准备。

在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组委会召集
的最后一轮的草图审定中，《启航——中共一大
会议》的草图作为定稿确定下来，当时作为专家
参与指导的詹建俊先生还就我在草图中的人物
安排指出问题：董必武从小船上大船的姿态太孤
立，缺少与旁人的动态呼应。因此，在上大稿之
前，我又再度调整了人物的姿态，让董必武身后
的年轻代表伸出双手搀扶，使人物之间的动态有
所联系。为了更好地表现出从小船上大船的动
势，我和共同参与正稿创作的黄发祥老师反复商
量，在已经起好单色稿的大画面上，将董必武侧
身上船的动态由正侧改成背侧，强化了上船的动
势。这次调整使画面增色不少，人物的动态、空
间关系都更加合理。画面中，董必武登上大船，
其目光看向伫立船头的几位一大会议的重要组
织者，并与伸手相迎的李达目光相交，这使得处
于画面中心位置的毛泽东、董必武形成“匆匆上
船”的动态，既能反映当时他们作为一大会议参
与者的地位，又能让观众一眼就看到两位“从石
库门走到天安门”领导中国革命的核心人物。这
样的动态也表现出中国共产党正登上中国革命
历史舞台的意象，使“启航”这一创作主题得到强
化。我们在创作中的人物安排走到这个阶段，初
步实现了人物塑造的基础，其他就是进一步的具
体形象刻画与表现手法的运用。

在具体形象刻画阶段，我们主要参照一大党
史资料中的代表照片。代表们的头像照片几乎
全是正面，而且大部分形象都有些模糊，但我在
草图中的人物安排几乎各种角度都有，这就增加
了人物塑造的难度。我们尽可能收集一大会议代
表们不同年龄、不同季节、不同着装的照片，以增
加代表们在我们脑海中的形象感。再根据形象记
忆，到现实生活中寻找相似的人作为模特，按照
画面需要的角度以及光线做形象记录，然后对照
代表们的照片进行塑造。在这个过程中，完成每
个人物形象都让我们花费了许多心思。其中投入
青年毛泽东形象塑造的时间可能最多。不仅要肖
似，还要展现青年毛泽东“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的精神气度。自己曾按照毛泽东青年时期的照

片塑造形象，有时拘泥于形似，缺少俊朗的气息，
有时画出来又不够肖似，反复多遍，都未能如愿。
有一次，朋友带来一张毛泽东1938年左右在延
安的头像照片，微微仰起的头像比较接近画面上
所需要的青年毛泽东形象，而且这个形象更像大
家记忆中的毛主席，只是年龄偏大一些。后来，我
以这张照片为主，并参照毛主席青年时期形象特
征反复调整，基本达到了满意的效果。

《小平您好》中的人物形象塑造与《启航——
中共一大会议》中的人物形象表现有所不同。一
大会议中的每一位代表都是有名有姓的具体人
物，其中不少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不仅要像，还
要神似。而《小平您好》中的人物形象则不需肖
似某一个具体对象，重要的是表现出群众游行队
伍欢快、高昂的情绪。我们从相关影像资料中可
以看到，游行队伍中的群众是由大学生、科技、体
育工作者等人员组成。我们将打出横幅标语的
北大学生放在画面中央的部分，其他位置则穿插
了年龄相仿的青年。通过一些较大幅度的动态
组合，尽可能还原当时的现场氛围。在具体的形
象塑造中，尽管我们找了一些与北大学生人物形
象相仿的青年学生作为模特，以及在横店影视城
拍摄的一些群众演员的照片，但要真正塑造好人
物形象，我们还要展开想象，逐个推敲人物、服
装，在反反复复的调整中逐步完成了画面上近
40个人物的刻画。

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自主发
展，也经历了一些动荡。从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
后，到新中国成立35周年之际，人民生活蒸蒸日
上，政治、经济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中国充满活力
地拥抱世界。当群众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时突
然打出“小平您好”的标语，人群爆发出兴奋的躁
动，这一切既出自对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衷
心拥护，更出自对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如亲
人般的爱戴与感激之情。记忆中当年出现在电
视荧屏中群众的表情几乎都是欢快、兴奋、激动
的表情，我们画面中的人物表情也大都如此。不
过画面里有个别人物的表情我们也做了特别的
安排与设计，如画面中心位置一位年龄稍长的学
生，身着略显陈旧但整洁的中山装，单手举着“小
平您好”横幅中间的杆子，他的面部表情稍显凝
重，我们希望在他的表情中包含有更多对于生活
变迁的感慨。这样的安排使得画面人群的表情
更加丰富，使得“小平您好”这一创作主题真正表
现为群众的心声。

从自己参与《启航——中共一大会议》《小平
您好》两幅大型历史画的创作经历来看，国家重
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在选题内涵的解读、创作主
题的探寻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等关键环节中体
现出一些基本方法，这些方法也是自己创作实践
中解决具体问题的体会。其中体会最深的是，作
为艺术家在创作中既要考察史实，“深扎”生活，
还要具备一种历史性的眼光去看待历史事件，才
能获得深切的感知。这是一种态度，也是艺术家
应有的温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文学家、
艺术家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但有责任告
诉人们真实的历史，告诉人们历史中最有价值的
东西。”我们需要在寻找“历史的真实”的过程中
去理解“真实的历史”，才能在作品中创造出感动
大众的艺术形象。

■创作谈 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方法谈
——以油画《启航——中共一大会议》《小平您好》为例 □何红舟

小平您好（布面油画，2021） 何红舟 黄发祥 江帆 余琛潇 作启航——中共一大会议（布面油画，2009） 何红舟 黄发祥 作

8月13日，由中国美术馆、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万
象为师——郑光旭油画写生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该展览系中国美术馆学术邀请系列展，集中展示了郑光旭
近30年来具有代表性的绘画作品70件，涵盖了素描、水
彩、油画等不同类别。展览分为“素色漫染”“涅瓦回望”

“岁月中的白桦”“静谧的时光”“生活的相貌”“方寸经营”
“相看世间”7个板块，是郑光旭艺术探索较为全面的一次
展示。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
主席吴为山认为，郑光旭的油画具有俄罗斯文化中沉郁深
厚的旷远感，光的诗意，澄明热烈，穿越时空。他用纯粹的
色彩语言阐释着油画的特性，以纯熟的表现方式抒写着光
照的刹那之美妙。其冷暖色彩的妙用、互渗、对比，明部与
暗部的相互映衬，使得天光的反射将背光面映辉，有着空
气流动的澄澈。从历史上看，这种源自对印象主义光色研
究的成果在俄罗斯油画中的借鉴，改变了薄雾笼罩的灰色
调，使得画面在冷峻、强烈中折射出直抵心灵的光芒。上

世纪50年代中国一批留苏的学子在列宾、苏里科夫、列维
坦等大师的画中，不仅习得色彩与造型的真本领，还以文
学的抒情性，使得画面有着深沉悠远的意境。他们回国
后，多以主题性创作为使命，重于内容题材的情节化表
现。改革开放后，新一批留学生在巡回展览画派的故乡
更多地注重艺术语言的学习，在对艺术本体研究探索
中，从更为广阔的文化思考中和对更为多元的艺术语言
研习中，吸收俄罗斯油画语言。在内容和形式之间、在
客观描绘与主观表现之间，更为主动地运用油画表现的
多种可能性进行创作。

郑光旭，1970年出生于吉林，2008年毕业于俄罗斯列
宾美术学院油画系，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国
家一级美术师。作品曾入选第九届、第十届全国美展及意
大利威尼斯国际沙龙展（威尼斯）等国内外重要展览并获
奖，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俄罗斯艺术科学院博物馆、俄罗斯
新城博物馆等学术团体和机构收藏。

郑光旭师承俄罗斯艺术大师叶列梅耶夫，继承了俄罗

斯现实主义绘画传统，又融合了中国传统绘画的构图、线
条和笔墨韵味。吴为山表示，郑光旭留学俄罗斯，对俄罗
斯画史上的大师如数家珍。从他的作品中隐约能听到伏
尔加河畔的号子声，感受到阳光通过白桦林投射到雪地上
的薄薄紫色之影。这种淡淡的、幽幽的、光与影、彩与色的
交响，使得其油画格调优雅而充满力量，其风格已强烈地
表达了他坚强的个性，体现了他处理各种艺术因素相互关
系的智慧。对于中国油画的发展，吴为山谈道：中国油画
的前景固然开阔，但需要多流派多风格的互补，写实的、意
象的、抽象的、古典的、现代的……但根本的是要继承油画
的传统，进行技与法、景与境、品与格的多层次学习，继而
与中国美术精神融汇，方可走向更为宽广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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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中国美术馆已为戴士和、刘巨
德、钟蜀珩、闫平、王克举、汤小铭、陈坚、牛克诚、刘罡等艺
术家举办展览。 （美 讯）

郑
光
旭
油
画
写
生

作
品
展
在
京
开
幕

吐
峪
沟
（
布
面
油
画
）

郑
光
旭

作

《启航——中共一大会议》人物素材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