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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春晓：主题性现实题材的中国画创作

□范春晓

范春晓

1980 年 8 月生于安徽省阜阳市，
现为安徽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安徽
省书画院副院长，一级美术师，中国
工笔画学会理事、青年艺委会副主
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
研究院工笔画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国
家画院青年画院画家，国家艺术基金
专家评委，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获

“安徽省特支计划”创新领军人才称
号，“江淮文化名家团队”带头人，获
安徽省宣传文化领域青年英才称号，
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承接两项国家重大主题性美术
创作项目，入选两项国家艺术基金创
作资助项目。作品荣获安徽省社会
科学奖艺术类二等奖（政府奖），参加
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
展，第四届、第八届北京国际双年展，
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全国优
秀美术作品展等全国重大展览五十
余次，多幅作品由中国美术馆、中国
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军事博物馆
等国家级展览馆收藏展陈。

主题精神的准确把握
主题性美术创作是由国家和各级政

府部门组织倡导的美术创作，旨在通过
美术作品展示中华民族的伟大建设、凝
聚民族向心力，引导新时代的艺术家，心
怀家国精神，弘扬民族文化、宣讲国家意
志的使命感。组织动员艺术家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创作出一批具有新时代意
义，讴歌人民热爱生活，祖国繁荣昌盛的
壮丽画面。这是创作具有民族气象作品
的有利条件，同时也要求艺术家不仅要
有深厚的文化修养、高超的艺术造诣，还
要能够对选题做深入剖析，从生活事件
中准确凝练出作品的主题思想。“主题思
想是一盏明灯，题材划定照明的范围。
写戏的人靠灯亮，从题材划定的社会生
活理出一个头绪。”文艺作品的内容包括
它所反映的客观社会生活和它所体现的
作者的观点两个方面，也就是题材和主
题思想两个方面。主题是通过具体现实
生活事件的题材展示出的思想意识形
态。“一幅作品的思想价值高低，主要不
在于选择什么题材，关键在于对题材的
主题思想的理解与升华”。主题的确立
和提炼，需要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生
活、热爱生活，在生活实践中感悟其哲理
与审美性。而对于作品主题精神凝练得

是否准确、深刻，则直接代表了一件作品
的高度，也直接决定着画面形式的构成、
艺术语言的风格，它对整个艺术作品起
着灵魂的主导作用。

2017年主题性创作工程在组织创作
选题时，国家文史馆和国务院参政室的
专家与全国各界艺术家共同对选题进行
论证分析。使得艺术家在创作之前，能
够对重大题材事件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对现实事件所反映的主题思想有更加深
刻的理解。这对于艺术家在后期深扎体
验中的素材收集，具有方向性指导。提
高了艺术作品创作的效率。笔者创作的
中国画作品《中国制造走向世界—C919
大飞机》，就是以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发
展的中国制造业为题材的作品，笔者多
次参加了文化和旅游部与中国国家画院
举办的专家选题论证会议，得到了中央
文史馆老师们的帮助，在多项中国制造
行业的辉煌成就中，选择其中最为耀眼
的典型成就——C919大飞机。C919的
研制凝聚着中国数十万科研人员的心
血，是我国民航工业上的一次突破，也
是“中国制造”的一张靓丽名片。笔者
前后两次赴上海浦东中国商飞集团—
C919大飞机制造车间，亲身感受到中国
制造业的高精与伟大，雄伟壮丽的飞机，
纵横密布的安装架，专心致志的工人，彼
此交融，相映生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油
然而生。

艺术形式的当代性探索
作品主题的思想内容是需要用独特

的艺术形式来呈现的。“没有无主题的艺
术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艺术主题，艺术
作品形式语言的审美性反映出主题的深
度与价值追求。”当代中国画的艺术形式
应该符合当下时代的审美性与价值观，

也只有符合时代审美的艺术语言形式，
才能够更好地挖掘体现出当今现实题材
的精神价值。为此，中国画的艺术家不
但要拥有丰富的生活体验、文化修养，更
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尝试新的艺术形式，
开阔眼界、拓展思路，学习新的视觉艺术
成果。特别是青年画家更要敢于进行创
新性的实践尝试，其作品不怕争议不怕
反复，跳出已有的安全舒适的绘画语境，
积极探索新的未知语言。

近期国家主题性美术工程中的作品
精彩纷呈，艺术风格多元化，带有很强的
时代特征和民族气派。如笔者的中国画
作品《中国制造走向世界—C919 大飞
机》，将正面视角下的C919大飞机布满
画面下方，旨在营造一种飞机即将冲出
画面，飞向无穷天际的强烈视觉冲击
力。红、黄大色块的采用，左右散点透视
展现的对称格局，“蒙太奇”式不受时间、
空间观念束缚的研发人员与工人的组织
描绘，既是在向中国传统审美情趣致敬，
也是笔者对当代中国画民族气派的大胆
探索。

中国画的艺术语言形式如何具有时
代气息与艺术个性，是值得我们当下每
一位中国画作者思考的问题，创新性与
时代性永远是一件优秀作品的魅力所
在。笔者在进行2022年安徽省重点文艺
项目中国画《未来之光》的初稿时，就一
直思考用何种语言形式，才能恰如其分
地塑造出科技工作者的感人形象。党的
十八大以来安徽科技工作者以不畏艰
难、顽强拼搏的精神，攻克了一个又一个
技术难关，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令世
界瞩目的成就。为了更准确地表达出安
徽科研精神的蓬勃力量。笔者放弃了多
年写实的工笔人物造型方式，更加主动
地加入笔者主观的个人情感，大胆尝试

运用意象性造型的手法，在造型语言上
进行取舍、概括、夸张处理，较少地受客
观真实性的束缚，以主观意象的语言去
塑造科研工作中的人物形象。或方或
圆、或曲或直的外部轮廓，将人物的形体
与科研器材的外形做到语言的凝练统
一，从而使科研工作者形象更加丰满，也
更具表现性、感染性。在构图上，整体外
形是以表现主义手法重构一个“风筝”外
形的“科技之城”，在这个整体“风筝”形
中，作者运用科技元素建构起多个方块，
将科研工作中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分置
其中，左右底部分别绘制两组少年科技
爱好者，以“少年强，中国强”的主题内容
呈花瓣形状烘托出中部的几位安徽量子

科学家代表，其中一位在仰头望向上方，
通过他的目光，随火箭形成的箭头式的
指示，指向上端拱形门状的“宇宙之门”，
门里由地球、火星等各种星体组成的绚
烂奇妙的太空世界。作品采用广阔深邃
的蓝色调来营造“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
无止境”的科学求知精神。

总之，主题性现实题材的中国画创
作，对于艺术家而言是一次机遇，要求艺
术家将家国情怀与个人文化心理相统
一，将个人的艺术感悟与当下时代的审
美相结合，从而创作出具有民族气派和
民族特点的时代作品。

（文章有删节）

现实题材，从创作题材的时间概念
来说，是相对于历史题材的，即具有丰富
的现实信息量、强烈的时代感和深刻的
现实意义。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往往
要注意弘扬现实生活的真善美，宣讲国
家意志和精神。

《中国制造走向世界—C919大飞机》506×203cm 纸本重彩 2019年 中国美术馆收藏

《纸飞机》200×80cm 纸本设色 2015年 《阳光灿烂》76×195cm 纸本设色 2019年

《舞动》88×172cm 纸本设色 2015年

中国画《未来之光》项目工作照片

草图之一45×60cm

色稿之二55×80cm

考察照片（创新科技馆考察）

《假日》150×104cm 纸本设色 2020年

《未来之光》中国画 340×230cm 纸本重彩 2023年 《e度空间之二》210×120cm 纸本重彩
2010年 中国美术馆收藏

素材照片（中国可控核聚变装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