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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作人

半生青山、半生黄土，艺为人

民、传神阿堵。

文西大方家展前书八十二叟

李可染

翰墨因缘

文西同志属正1988.11

蔡若虹

如果想了解画家刘文西的为

人，只在看看下面几个数字，就可

以看出他的大概轮廓：

三十年来，他到陕北去了四

十多次；

三十年来，他跑遍了陕北所

有的县；

三十年来，他近十次在延安

过春节；

三十年来，他在陕北结交了

几百个农民朋友；

三十年来，他画了几千个农

民的肖像和上万张速写。

从这些数字里，可以看出他

和陕北农民的密切关系，他创造

了画家深入农村的新纪录，他是

陕北农民的知心朋友。

速 写 ，是 写 实 主 义 绘 画 的

基 本 功 之 一 ，也 是 画 家 收 集 创

作素材的不可缺少的手段。一

万幅速写，对于一个画家来说，

既 做 到 了 技 术 上 的 千 锤 百 炼 ，

又 收 集 了 无 比 丰 富 的 素 材 ，为

今后的创作实践打下坚实的基

础。刘文西在人物画方面取得

的 成 就 ，正 是 从 坚 持 不 懈 的 速

写 入 手 的 ，这 一 点 很 值 得 青 年

画家们学习参考。

刘文西生活简朴，数十年如

一日，衣冠草草，带有一身的土

气，这正是一个不肯随波逐流的

人民艺术家固有的品格和风貌。

在精神生活上，我认为他是一个

少有的富翁，因为他手里掌握着

一个农民形象的仓库，拥有这样

殷实的家底，谁能估计，在今后的

岁月中，刘文西能够勇往直前，创

造出多少具有良好的社会效果的

优秀作品哩！

1990.10.27于北京南沙沟

华君武

刘 文 西 同 志 在 创 造 现 代 中

国 人 物 画 上 是 杰 出 的 、有 功 绩

的 。 他 融 合 中 西 画 法 之 长 ，不

断实践，经常深入生活（不是现

在 所 说 的 贴 近 生 活）。 他 画 的

陕北老乡，男女老小，真是栩栩

如生，（不是现在被报刊用烂了

的 栩 栩 如 生）。 他 创 作 的 中 国

革 命 领 袖 形 象 可 谓 形 神 兼 备 。

我 说 在 当 今 中 国 画 坛 ，刘 家 风

格已经形成。

我和文西同志已相识多年，

他的甘苦、长短也略知一二，我

说的这些话，也是长期中逐渐认

识的，非时下那种胡捧乱吹的肉

麻话。

1991年清明于北京三里河

王 琦

看到你的成就，更加证明了

作者与人民血肉联系的思想感

情，丰富的生活经验，扎实的艺术

基本功，广博的艺术修养，这些对

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是何等的主

要，而你以自己的实践为我们树

立了出色的榜样。作为一个在

40 多年前曾经和你一同切磋过

的老大哥，怎么不感到由衷的喜

悦与骄傲呢？

我常常在和朋友们谈天的时

候，总是把你的艺术成就看成是

我们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美术成

就的一部分；看成是革命现实主

义创作实践成果的一部分；看成

是党的文艺方针、路线在美术上

得到光辉体现的一部分。

1990年3月1日于北京

启 功

五体投地（观刘文西画展后

的题词）

1993年 5月于北京

刘开渠

画时代新风

文西同志留念己丑年夏

黄 胄

泥土香，千秋芳。

文西兄正之己丑年冬月

中国大西北有一片雄浑神奇的黄土地，放眼陕北，黄河长城在这里

交汇，大漠草原，黄土高原在这里交界，黄陵香火，延安红都黄帝黄河黄

土地历史地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块精神高地和文化福地。黄土高原历史

文化深厚，孕育着千千万万的炎黄子孙，人民创造出博大精深的黄土文

化和黄土精神，它就是黄土画派生活创作的源泉和基地。

弘扬黄土精神的内涵主要包括：

第一：弘扬中华民族的原创精神，黄土地和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

精神的发祥地，是中华文化的摇篮，在 5000 多年的历史中炎黄子孙开

创出百折不挠、自强不息、勤劳勇敢、顽强拼搏的中华民族精神，形成

了团结统一、热爱和平的爱国主义精神。这就是世界最古老、最灿烂

的中华民族精神。

第二：弘扬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精神，弘扬黄土地上的人们几千

年几辈子生长在艰苦的黄土地上辛勤耕耘、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无

私奉献的“老黄牛”精神。

第三：弘扬延安精神和革命文艺的《讲话》精神，延安是革命圣

地，党中央在延安 13 年，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大生产和中共七

大召开，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毛泽东

和老一辈革命家培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延安精神”，特别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是中国文艺运动的重大历史性改变，确立了“民族的、科学的、大

众的”文化理念和深入生活、深入人民而创作的文艺方向，理应弘扬

《讲话》的革命文艺精神。

为 人 民 而 创 作 就 要 逐 年 建 立 起 与 人 民 血 肉 相 依 的 情 感 ，逐

年 到 生 活 中 吸 取 丰 富 的 营 养 去 激 情 创 作 ，逐 年 不 断 地 积 累 经 验

去 提 高 创 作 。 创 作 是 艰 辛 的 ，当 一 个 好 的 画 家 更 是 辛 苦 ，只 有

画 家 长 期 融 入 生 活 和 人 民 相 处 以 后 ，才 能 懂 得 为 什 么 人 画 画 、

为 什 么 这 样 画 。 只 有 把 生 活 和 人 民 放 在 心 里 的 画 家 ，才 能 画 出

人 民 欢 迎 的 作 品 ；只 有 为 人 民 画 出 丰 厚 的 优 秀 作 品 ，才 能 得 到

人 民 的 理 解 和 欢 迎 。 作 品 是 画 家 的 生 命 ，精 品 是 生 命 中 的 生

命 。 画 家 靠 画 来 说 话 ，画 是 献 给 人 民 的 也 是 献 给 历 史 的 ，作 品

的 优 劣 只 有 人 民 和 历 史 才 能 给 其 定 位 ，因 为 人 民 和 历 史 才 是 最

公 正 的 。 作 为 画 家 也 应 该 是 最 贴 近 生 活 、贴 近 人 民 的 人 ，应 该

是 最 有 思 想 的 人 ，应 该 是 最 勤 劳 、最 勇 敢 、最 能 吃 苦 的 人 。 黄 土

画 派 的 艺 术 宗 旨 就 是 ：熟 悉 人 、严 造 型 、讲 笔 墨 、求 创 新 。 植 根

黄 土 画 人 民，表现时代出精品。

画家要一辈子把心思放在画上，放在人民身上。

创作和速写是画家一辈子的课题。

只要对生活有感情的人，创作是一辈子画不完的，速写也是一

辈子画不完的。人总是这样，越画越想画，越画越提高，因为他钻

进去了，就会感到有学不完的学问，有探索不完的新问题，不断实

践，不断学习，不断总结，不断提高这是画家的正常规律。但是也

有少数画家不画画，或者画得很少，越不画就越不想画，他没有钻

进去，没有激情和兴趣，没有追求和要求，没有艺术创作的远大目

标，所以我曾说过 :“ 画画的人就是要画画，就像工人要做工，农民

要种地一样，大画画的可能成大画家，中画画的可能成中画家，小

画画的成小画家，不画画的只能是画家里的二流子。”就是说，只有

实践，才能得到学问，才能不断提高；只有实践，才能掌握艺术创作

的 规 律 ，实 践 出 真 知 。 大 量 的 创 作 实 践 才 能 获 得 大 量 的 创 作 经

验。所以要坚持创作。

创作的作者应该首先明确正确的文艺方向，解决为谁创作、为谁

服务的根本问题，必须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我认为文艺工

作者应该要六个坚持：一是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二是坚持

长期的深入生活；三是坚持长期的创作实践；四是坚持弘扬主旋律、

提倡多样化；五是坚持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相结合的艺术标准；

六是坚持作品的积极向上的社会效果，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艺术工作者必须坚持“二为”的文艺方向，这是为谁创作、为谁

服务的根本问题。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文艺工作者的崇

高理想，也是文艺工作者的根本目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经常和人民

群众在一起，在人民群众中吸取营养，把人民永远放在心中。人民

是我们描绘的对象，又是我们服务的对象，我们要热爱人民、学习人

民、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正

因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所以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和人民结合，熟悉

人民生活，表现人民生活，要认识到生活是创作者的唯一源泉。只

有经常到生活中去的人，才会真正懂得深入生活的意义；只有深入

生活，才能认识生活，才能真正获得创作激情，获得创作的感受和素

材；只有深入生活，才能进入创作，只有坚持长期的深入生活，才能

坚持长期的创作。

创作应该不断进行、不断实践、不断总结，才能不断地获得创作

经验和创作思想。正确的艺术思想来自正确的艺术实践，通过实

践，才能真正领会、深化、认识正确的艺术思想。用正确的文艺思想

更好地指导自己的艺术实践，坚持长期地深入生活，坚持长期地创

作实践。

我们要坚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艺术创作应该尽可能地去

反映社会发展的主流和本质，重视作品的思想内涵，弘扬主旋律，追

求更好的社会效果，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同时一定要重视艺术作

品的艺术形式，使作品更具新意，更具多样性、丰富性和感染力，以适

应社会对艺术的多方面的需求，满足人民群众的喜闻乐见，使作品从

思想到艺术更能打动人心，起到鼓舞人的作用。

我们是党和人民培育成长的艺术家，要为人民而努力创作。好

的作品应该有好的效果，动机和效果应该是一致的。拿出人民欢迎

的好作品，才能更好地发挥艺术作品的力量，也就是作者的力量。

艺术家对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应有自己的责任感，对人民负责也就

是对社会负责，我们应该使自己的作品产生积极向上的社会效果，

艺术家的一生是短暂的，应该努力创作为更多更好的、深受人民群

众欢迎和赞赏的作品。

在中国画坛，刘文西的声誉很高。他是

当代中国画坛开宗立派的人物，他的绘画代

表着中国画写实风格的发展方向，他的艺术

精神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他是中

国现代美术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刘文西是以画陕北而成为大家的，可以

说是陕北成就了他，他也塑造了陕北。人们

不会忘记，上世纪 60 年代初他创作的《祖孙四

代》带给人们的震撼。在这幅永载史册的作

品中，刘文西以“主题思想的深刻性、人物塑

造的生动性和笔墨技巧的开拓性”，确立了自

己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他以高瞻远瞩的

胸襟，以高屋建瓴的智慧，以“语不惊人誓不

休”的精神，创作出一幅幅关注社会、关注人

类、关注生命的陕北系列作品。从《毛主席和

牧羊人》至《同欢共乐》，从《书记和老农》到

《沟里人》，他的每幅作品的诞生都会带来一

片赞叹之声。

总体而言，刘文西的艺术不仅靠形式、语

言、技巧取胜，更是他作品中塑造形象的独特

性、生动性、真实性占据统领一切的地位，他

的心连着陕北人民，他的情系着黄土高坡，他

的足迹遍布陕北的乡乡镇镇，画了几千个农

民肖像和上万张速写。基于此，他的一腔真

情实感才会呼之欲出、跃然纸上。形式的探

索是重要的，他是通过形式、语言、技巧等手

段的表现，达到不断强化形象内在意味的表

现力和感染力。刘文西堪称当代中国画坛的

一面旗帜。

在当代频繁兴起的各种艺术潮流中，刘

文西以其大家风范，表现出一种巍然不动的

气度。他把自己的艺术生命寄托在陕北的那

片黄土地上，赞颂那里的人民是其作品的灵

魂。他坚信那些深深感动过他的美，一定会

感动别人。

他没有停止过他的创作脚步。

近年来，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又以极大

的热情开展黄河系列创作。其中 2004 年创作

的《黄河子孙》、《黄河汉子》已相继问世。画

中人物真切、朴素、实在、自然，在朴拙中揭示

了中国农民的人性美，不失为具有思想含量、

艺术质量和历史价值的经典之作。其创作方

法和艺术风格与以前是一致的。他在不断探

索创新，在历史生活和现实生活中寻找自己

感动的题材，进行典型化的思考与提炼，并最

大限度地用自己的绘画创作能力，去刻画人

物和处理作品诸要素的协调整合，力求达到

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的完美统一。在当今时

代，刘文西的这种生产精品力作的创作方法

和创作风格，尤其显得可贵。

然而，刘文西并非固守传统而不化。他

主张创新，并认为“创新要从深入生活开始，

从观念的扩展开始，用自己的思维、自己的视

觉、自己的感受，用自己的脑子和眼睛去观察

认识生活，要有区别于历史、区别于他人的独

到之处。”

为此，在这本集子里，我们选编了刘文西

自上世纪 60 年代初以来创作的精品，充分展

现了他的“独到之处”。其中有画家表现领

袖、歌颂人民的作品，也有青藏高原、黄土高

坡的人物写生，还有出访欧洲的景色描写，表

现手段和语言都是丰富多彩的，画家突破了

中国画已有的审美程式，创造性地吸纳西方

现代艺术的成就，在东西方艺术大交流中开

拓中国水墨画的新领域。

纵观当今中国画坛，不少名家高手往往

为格套所缚，或取材于古人，或拜倒在西方传

统的脚下，或因袭现代流派的手法，不是重复

前人，就是重复他人。刘文西却不是这样，他

曾“一手伸向传统”，也曾“一手伸向生活”，半

个多世纪的金戈铁马，数十载的风云变幻，在

滋养着刘文西，也在冶炼着刘文西。刘文西

没有因此而罢休，当世界浓缩为一个地球村

的时候，他则为自己所创立的“黄土画派”制

定了一个更高的艺术生命目标，这就是还必

须“一手伸向世界”。他要用有限的生命去实

践他艺术的更大的超越。

黄土画派的艺术宗旨是：熟悉人、严造

型、讲笔墨、求创作，希望画家提高创作拿出

精品，以优秀作品鼓舞人。

刘文西的作品提示我们：今日世界的丰

富性和画家个性的丰富性，正在人物形象的

丰富性之中。刘文西走的是一条突破传统之

路，他使传统的中国画别开生面而重新绽放

出青春的光芒。

为人民而创作

坚持深入生活 坚持不断创作

刘文西的黄土魂

各界对人民画家
刘文西的题词、评论摘录

■ 刘文西

黄土画派要弘扬黄土精神

■ 贾德江

《《祖孙四代祖孙四代》》

《《山姑娘山姑娘》》

《《沟里人沟里人》》《《毛主席和牧羊人毛主席和牧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