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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21 年中国共产党创立伊始，军

事美术就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百年

来，一幅幅有思想、有温度、具有史诗品

格、震撼心灵的经典作品，藏珍纳史，以

其独特的精神气质、美学品格，将中国革

命史汇聚成壮阔恢弘的视觉图像，成为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生动注脚。

史实与艺境的完美
结合

时间的刻刀，在历史的年轮上雕凿

下斑驳印痕。回望历史的波澜，一个个

重大历史事件铺展开中国共产党的辉

煌 来 路 。 陈 坚 的 油 画《陈 独 秀 与 李 大

钊》描绘了 1920 年 2 月的一个凌晨，李

大钊护送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到上

海时，在厚厚的积雪中商讨建立中国共

产党早期组织的情景。作品在宏大叙

事之下的人性细微处落笔，于人性的真

实中再现历史的真实。中国画《南湖》

（钱松喦），油画《南湖》（颜文樑）、《在党

的“一大”会议上》（陈逸飞、邱瑞敏），版

画《瞻仰》（沈柔坚）等作品聚焦一大会

议 现 场 或 遗 址 ，生 动 传 递 着“ 红 船 精

神”，构建起深沉壮阔的视觉史诗。

1927年 8月 1日南昌城头的枪声，标

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

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

元。它像奔腾的地火，在满目疮痍的中国

大地上熊熊燃烧，继而引燃了秋收起义和

广州起义，这是党史军史上著名的三大起

义。然而，由于当年在白色恐怖下，一系

列文件档案被毁。现在我们看到的大多

数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组织的重大历史

题材创作中表现这段历史的美术作品。

《南昌起义》，莫朴前后画过两次，黎

冰鸿曾画过三个版本。现藏于中国人民

军事博物馆的《南昌起义》是莫朴 1956年

应邀为庆祝建军 30周年的全军美展及即

将建成的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而创作的

油画。画面气势恢弘，采用了革命的现实

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色

调的明暗变化，把场景前后左右包括人

物、空间、时间、环境等各种关系烘托出

来，表现了南昌起义前激荡、热烈的现场

气氛。黎冰鸿的《南昌起义》选取了另外

的视角。他巧妙地通过光和色彩的鲜明

对比突出了主要历史人物，进而树立了油

画民族化的风格典范。新中国成立后第

一次以连环画的方式表现南昌起义的是

董辰生的《八一起义》，这组画共 8 幅，发

表于 1957 年 8 月 1 日的《解放军报》。此

外，蔡景楷、钱志林和王征骅的油画《南昌

起义》，罗田喜的油画《南昌起义》，韩硕的

中国画《南昌起义》，萧传玖的雕塑《人民

英雄纪念碑浮雕·南昌起义》等也都是比

较著名的军史题材美术作品，所蕴含的艺

术精神与审美特质，随着时间的积淀，不

断释放出艺术的温度与魅力。

何孔德、高泉、冀晓秋、陈玉先的油

画《秋收起义》生动再现了 1927 年 9 月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场景。该画

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场面恢弘，主

体人物高大，在造型与色彩上充满了时

代感。何孔德、郑洪流的油画《广州起

义》反映了 1927 年 12 月 11 日凌晨，广州

起义队伍占领国民党的党政机关时欢

欣鼓舞的场景。作品用宏大的视觉结

构展开历史的特定场景，以新颖的视角

和深入的刻画塑造人物的形神，在造型

艺术语言层面，成为经典的视觉意象。

1927 年 9 月 29 日，毛泽东在江西省

永新县三湾村，领导了举世闻名的“三湾

改编”。许宝中和李泽浩的油画《三湾改

编》通过对工人、农民、士兵等不同人物

特征的刻画，丰富了画面形象和造型语

言，使作品在庄重大气的主体格调中不

失精微与生动。高泉的《支部建在连上》

运用写实的手法，通过对一盏马灯映照

的鲜艳党旗和围拢在毛泽东身边聚精会

神听讲的红军战士表情的细致刻画，再

现了毛泽东提出“支部建在连上”这一具

有伟大意义的历史瞬间。

1929 年 12 月召开的古田会议确立

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也成为

美术创作的重要选题。何孔德的油画

《古田会议》，构图精巧，色调坚实稳重，

画面既庄严肃穆，又轻松愉快。以“党

指挥枪”铸就军魂，艺术地再现了这一

伟大会议，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完美

结合的一件经典之作。

描绘长征题材的美术作品有很多，

20世纪 50年代至 70年代，中国革命博物

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组织了 4 次大规模

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催生了一批经典作

品。在五年一届的全军美展和其他主题

性展览中，长征，始终是长盛不衰的主

题。油画：董希文的《红军不怕远征难》、

艾中信的《红军过雪山》、张文源的《红军

过草地》、高泉的《过草地》、蔡亮、张自嶷

的《三大主力会师》、沈尧伊的《遵义会

议》、刘国枢的《飞夺泸定桥》、崔开玺的

《攻占腊子口》、张庆涛的《湘江·1934》；

中国画：傅抱石的《强渡大渡河》、宗其香

的《巧渡金沙江》、黄胄的《井冈山第一面

红旗》；版画：黄丕星的《过雪山》、刘仑的

《红军过栈道》、刘蒙天的《突破天险腊子

口》、关夫生的《红军攻打腊子口》等作

品，在宏大历史场景中注重重构历史与

艺术真实的叙事性，完成了对崇高精神

的礼赞与对革命英雄主义的颂扬，从而

成为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的佳作。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穿

越时空的嘹亮歌声，长久地定格了人们

对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时代记忆。美术作

品也成为记录和重现这场正义之战的叙

事符号。艺术家们用漫画、宣传画、版

画、速写、油画、中国画等形式的创作，记

录和反映了火热的战斗生活和人民的胜

利。如高虹的《祖国永远怀念你们》、何

孔德的《祖国来信》《枕戈待旦》《出击之

前》《彭德怀司令员在朝鲜前线》、柳青的

《三千里江山》、郑洪流的《跨过鸭绿江》

等油画，彦涵的《苹果熟了》、古元的《写

给敬爱的毛主席》等版画，可以说是极富

史诗性的抗美援朝题材佳作。

一 幅 幅 美 术 作 品 在“ 见 证 ”与“ 记

忆”历史事件的同时，带给人更多精神

的鼓舞。美术史上，以党的革命精神谱

系为题材的美术作品还有很多，这些作

品是一代代美术工作者用初心和使命

凝聚而成的结晶。

个体形象与群体形
象的艺术塑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

国 人 民 创 造 了 一 个 又 一 个 伟 大 的 奇

迹。军事美术亦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

风里，从思想观念到创作手法、形式风

格与题材内容逐步拓展，呈现出具有探

索性和创新性的艺术气象。

除了以重大革命历史事件为创作元

素外，还有大批以中共早期领袖和革命

家活动为题材的作品，这在中国画、油

画、版画、雕塑中都有不同的表现。这部

分作品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通过某

一革命历史事件或重大战役将历史人物

聚集在一起，在时间和空间关系上进行

艺术转换与情节设定，从而展现艺术与

历史的真实性；二是通过肖像的形式，或

单个形象或群体形象，把人物置入各自

特殊的历史情景中，从而呈现他们的革

命风采和气质。油画有：高虹的《彭总和

王震司令员在西北战场》，彭彬的《走向

胜利》，招炽挺、赵淑钦、王孝柏的《向井

冈山进军》，郑洪流的《毛主席在井冈

山》，沈尧伊的《八七会议》《而今迈步从

头越》《革命理想高于天》，陈其、陈坚的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邢俊勤、罗田喜、

王吉松的《澳门回归》，邵亚川的《阅兵》

《巡堤》，王吉松的《出征》等；中国画有：

李宝林的《毛主席和牧羊人》，陈钰铭的

《开国十大将》，田黎明的《丰碑》；雕塑有

程允贤的《朱德像》《彭德怀元帅》《邓小

平》等；版画有：傅琳的《创业年代》，贾力

坚的《模范》，程兆星的《史册一·二章》，

郑作良的《长征途中的贺龙》等。

高泉、康东、钱志林合作的油画《艰

苦岁月，伟大友谊》，高虹、何孔德的《军

委全会》，王洪亮的《红军长征的将军们》

都是表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群体

形象，诠释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所建立

的深厚友谊和亲密的战友关系。陈坚的

《红地毯述》再现了 1955 年我军第一次

授衔、授勋的历史瞬间，历经战火、风雨

同舟的开国元勋们并排站立在一条象征

历史荣耀的红地毯上。而另一幅《共和

国的将帅们》则将情景安排在授衔、授勋

仪式之后人物们的闲谈中。这些肖像创

作，将与毛泽东同时代的革命家作为一

个群体来呈现，同时也将他们的革命功

绩融入党史与军史中。

这个时期有关革命领导人物形象的

塑造，大多回到真实的历史事件中，关注

表述人物的心灵世界，传达人物的感情

和情绪。张道兴的中国画《让路》，画面

上一身戎装的陈毅元帅带着警卫员在水

田与一挑秧老农相遇，他毫不犹豫脱下

布鞋下田让路。战争年代，这么一个细

微的动作包含着军民关系的大主题，也

直接说明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性质。高

虹的油画《祖国永远怀念你们》中，彭德

怀元帅躬身在朝鲜一座无名高地，用搪

瓷杯里的水浇灌地上野花的举动，瞬间

触及人的灵魂。崔开玺的油画《长征途

中的贺龙和任弼时》画面是抒情的，富有

诗意及人情味。作品没有冲锋陷阵的战

斗场面，也没有胜利的狂欢，只有祥和、

安宁与静谧。赵军安的雕塑《春天》以写

实主义手法，表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毛

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坐在草坪上，自

信、轻松、喜悦地畅谈着新中国的宏伟蓝

图。生机盎然的草坪、谈笑风生的神情，

暗示伟大祖国美好的春天已经到来。贾

力坚的版画《模范》以细节传神达意，在

造型上精准地把握了领袖与人民之间生

动和谐的关系，使领袖爱民这一主题，跃

然纸上。

在党史题材作品中，还有许多围绕

瞻仰会址及与缅怀先辈相关的延伸创

作，如沈柔坚的版画《瞻仰》、敬庭尧的

中国画《红军长征驿站》、仓小宝的中国

画《党的摇篮——南湖红船》、陈树东的

油画《遵义会议会址》、王睿的油画《枣

园明灯》、王维新的油画《南湖画舫——

“一大”会址》、李文垚的综合材料《碑

歌》等，题材的不断拓展，大大丰富了主

题性创作的精神内涵与表现形式。

秉承初心与勇攀高
峰的艺术诠释

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进而走向胜利的

历史过程，一直是百年来军事美术创作的

重要题材。不同时期的军队美术工作者

从各个方面挖掘这一题材，选取不同角度

表现革命历史，反映革命过程的曲折和艰

辛。随着时代的发展，展现这一题材的主

题创作也在不断深化内容，开拓出新的视

角。党的十八大以来，军事美术创作坚持

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探索战争与和平、人

民与国家、个人意志与家国情怀的关系等

命题，把对艺术本体的探索成功地融入主

题性美术创作中，以丰富的造型手段和强

有力的表现方式，诠释、宣传党在新时代

的强军目标，呈现出具有探索性和创新性

的艺术新风。

重大革命历史事件与无产阶级革命

家 题 材 ，仍 是 军 事 美 术 表 现 的 重 要 主

题。油画有：孙浩的《1939年任弼时周恩

来在莫斯科》，张庆涛的《辽沈战役——

塔山阻击战》，陈坚的《银箭》，骆根兴的

《历史的星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

们》，邵亚川的《四渡赤水出奇兵》，孙向

阳的《秋收起义》，陈树东的《三大主力红

军 会 师》，秦 文 清 的《西 柏 坡 1949 年 3

月》，孙立新的《雪山壮歌》，窦鸿的《平型

关大捷》等；中国画有：王野翔、翟书同、

刘鲁新的《第一次携手》，苗再新的《百团

大战》，陈玉铭的《虎门销烟》，任惠中的

《杨靖宇》，夏荷生的《屹立》，许向群的

《看齐》等；雕塑有：聂义斌的《八女投

江》，王树山的《延安鲁艺的一天》，郎钺、

谈强、曹天龙的《前仆后继》，仇世森的

《支部建在连上》；版画有：沈雪江、张晓

伟、陆千波的《当八路·打鬼子》，韩非、夏

卉怡的《会师》等，上述作品以现实主义

方法和精神把握历史，在更高的维度呈

现民族与国家的历史脉络，使得重大历

史题材美术创作有了更加动人的家国情

怀、更加丰满的精神内涵。

聚焦军队建设新成就，表现军事科

技新发展，反映军旅生活新经验，近年

来，军事美术坚持“为兵服务”的创作导

向，从不同侧面描摹、赞颂军队改革发展

的崭新面貌。军队美术工作者到边防、

到海岛、到基层官兵中去写生和体验生

活，丰富了军事美术的创作素材。《高原》

系列是陆学东近期军事题材美术创作的

探索新作。作品强调一种雄浑的内在气

质和强烈的视觉张力，通过对祁发宝、陈

红军、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等英雄人

物形象的细节刻画，礼赞戍边官兵用生

命捍卫祖国山河的赤胆忠诚。

此外，新题材、新视野的引入，在创

作中融汇不同观念和表现形式，以及主

动自觉对传统民间美术形式的汲取，包

括对多媒体、装置、数字技术等的运用，

进一步强化了主旋律美术创作的表现

深度和力度，大大拓展了军事美术的内

涵与外延，体现了军事美术的开放性、

包容性和当代性。2018 年 10 月 24 日港

珠 澳 大 桥 正 式 通 车 ，这 是 我 国 综 合 国

力、自主创新能力的一个缩影。面对这

一题材，李翔、杨文森等人采取兼工带

写的手法和极富新意的构图方式，创作

了中国画《港珠澳大桥》，艺术地再现了

这一宏伟工程和海上的壮丽景观，体现

了一个国家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奋斗

精神，画作风格磅礴大气，给人以视觉

上的震撼。这种带有强烈时代精神的

艺术创新，对于研究和思考当代军事美

术如何传承与发展，也具有重要价值。

使命如星火，丹青颂军魂。无论是

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从民族危

难之际的挺身而出到岁月静好时的负重

前行，从“抗洪救灾”“抗击非典”“驰援汶

川”，再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主题，军

事美术工作者充分运用各自的艺术积

淀，以风格化、个性化的艺术语言，用令

人难忘的经典作品，浓墨重彩地描摹了

党、国家和军队的辉煌历史、壮阔现实。

丹青颂军魂 经典述百年
■刘 红

丰杰：作为电视剧《号手就位》的原

著小说作者和编剧，我始终觉得自己的

创作离不开部队基层生活的磨砺和支

撑。我军校毕业后，在驻湘西的某部当

排长。当时，大学生士兵在部队尚属“新

鲜事物”，3 年后我担任连队指导员的时

候，当年分配来的 5 个新兵中竟然有 3 个

是大学生。当被问及为什么来部队时，

有一个士兵的回答很耐人寻味：“我想体

验不一样的人生。”

我创作长篇小说《斑斓》，其实就是

想记录这样一群人的成长。小说讲述的

是 4 个同宿舍大学生从学校到军旅的青

春历程。夏拙、林安邦、欧阳俊、易子梦

性格迥异，却在毕业时都选择了军营。

当青春的躯体裹上迷彩，年轻的灵魂将

发生何其深刻的变化。

部队是个大熔炉，锻打与淬火不仅是

物理上的，更有精神上的。成长的过程中

充满了磨难，但青春的热力、冲动和向往，

在一次次打击和磨砺中绽放出独特的光

芒，这种光芒值得被记录、被抒写、被宣

扬。小说断断续续写了 4 年，伴随着“夏

拙”们的成长，我也在经历成长。小说出

版时，我执拗地认为，非“斑斓”不足以表

达我对青春和军旅的体悟，最终书名定为

《斑斓——毕业了当兵去》。

近年来，火箭军作为崭新的战略军

种，国际国内影响力和关注度日益提高，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已成为中国力量、

中国底气、中国信心的重要支撑。创作

推出一部火箭军题材的电视剧作品，讲

好火箭军故事、传播火箭军声音，展示火

箭军的时代风采，既是全社会的关注，也

是火箭军广大官兵的期盼。电视剧《号

手就位》以小说原著故事为蓝本，以火箭

军某旅在改革强军中的建设发展历程为

背景，以夏拙、欧阳俊等大学生士兵在导

弹部队的成长为主线，折射出战略导弹

部队转型跨越的精彩画卷。

剧本是一剧之本。我和祖若蒙、应良

鹏、薛天智等编剧，采访了不同岗位、不同

号位的上百名官兵，从内容上保证了讲的

是火箭军的事、说的是火箭军的话、刻画的

是火箭军官兵的形象。为了更加贴合电视

剧创作规律，剧本在人物设置上较小说原

著进行了调整和再塑造。特别是男主人公

夏拙强化了高素质大学生“超级大脑”的士

兵形象。再如“战刃连”连长吕征这个角

色，既有刚强好胜的硬汉特质，也有细腻体

贴的侠骨柔肠，是新时代一线带兵人知兵

爱兵、练兵育兵的典型形象，剧中人物原型

都来自于我们采访过的基层官兵。

这部剧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全景式、艺

术化展示火箭军的作战演训生活，推动全

社会了解火箭军、关注火箭军、热爱火箭

军，影响带动更多有志青年投身火箭军、

建功火箭军。我们紧贴强军兴军的现实

背景展开故事，既不一味拔高、回避矛盾，

也不矫情迎合、猎奇邀宠，而是直面现实

生活，直面“能打仗、打胜仗”的时代命题。

当电视剧《号手就位》正式播出时，

我想起了我曾经的连队，想起了那几个

大学生士兵。我们都身处一个伟大的时

代，刻录时代印记、弘扬时代精神，是我

们共同的使命。

祖若蒙：作为一名青年编剧，能够参

与《号手就位》这样一部“大戏”，是难得

的机遇和挑战。艰难的创作过程，也让

我清醒地意识到并反思起青年编剧所面

临的局限。

首先就是生活素材的积累，以及如

何将有限的生活素材，通过艺术加工，转

化为精彩故事的能力问题。生活经验的

单薄、匮乏和同质化问题，导致青年编剧

们在创作上过早地进入瓶颈。而浮躁的

创作心态，更使得部分年轻编剧热衷于

闭门造车。要想真正写出好作品，提升

自身的创作能力，唯有虔诚地向生活请

教，打开门，走出去，扑下身子去看、去

听、去感受、去思考。

为了完成《号手就位》的创作，我和

其他编剧深入基层，走访采风。初进某

旅营区，就采访了两位一级军士长。他

们就像是一扇厚重大门后面深不见底的

宝库，随口讲出来的经历，就是精彩的故

事。后来，我们陆续采访了 4 位这个旅

的一级军士长，他们也是《号手就位》中

郎永成、陈浩峰、侯继东、王显民的人物

原型。作为编剧，我可以非常自信也自

豪地说，我们笔下的人物是真实的、活生

生、热乎乎的。

剧中有一个细节，李易峰饰演的夏

拙遇到继续当兵还是回去上大学的迷

茫，旅长破例将他带到了发射阵地，让他

亲手摸一摸这枚“国家底牌”。旅长问夏

拙感受到了什么，夏拙回答：“感受到了

强大的中国力量。”这也是来源于我们采

访过程中真实的经历。我们的心热了，

血沸腾了，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强大的

中国力量”，这才有了剧中这句对白。

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正是有了大

量由真实情感生发出的细节，有了这些

带着温度的人物原型，才有了《号手就

位》这部电视剧。与其说这部剧是我们

编的，不如说它是生活给的。这次创作

经历，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要把自己完

完全全泡在生活里，让自己成为那块永

远压得出水的海绵。

应良鹏：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

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在火箭军的几支

王牌劲旅采访和体验生活的时间里，我

有了一种强烈而深刻的感受：“军人，就

应该是偶像！”在传统的军旅剧创作思路

里，很少有偶像的概念和空间。然而随

着时代的发展，偶像的内涵和定义也在

变化。新时代的偶像，更应该是英雄，而

偶像剧，也就是讴歌英雄的电视剧。它

首先得具有满满的正能量，剧中的主人

公不能只是扮酷耍帅，而是应该给人启

迪和激励。尤其是在面对年轻受众时，

军旅剧也应该有新的思维和风格，用年

轻受众易于接受的语言和形式，表达深

刻高蹈的思想主题。

给军旅剧增添“偶像”的光彩，绽放

榜样的力量，让更多年轻受众想看、爱看

军旅剧，进而关注国防建设、热爱军人职

业，并由此激发起爱国奉献的热情和英

雄主义精神，这也是我们创作军旅剧的

目的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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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观察

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大国长剑（中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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