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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描绘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

平的形象中，刘大为的《晚风》是给人印象最

深的一幅作品。画家没有把这位世纪伟人

塑造成铁腕政治家的形象，而是撷取他闲暇

在庭院读报小憩的场景，以一种晚风中纯朴

的诗意捕捉这位伟人的心境。纯朴的诗意，

正是《晚风》塑造邓小平形象的审美意境。刘

大为是新时期在工笔人物画和水墨写意人物

画两个领域都取得非凡艺术成就的画家，他

的《晚风》、《马背上的民族》、《漠上》、《巴扎归

来》和《雪线》不仅已成为新时期中国画的代

表作，而且，他所塑造的当代人文形象已成为

具有这个时代审美精神的民族形象。

上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新时期文艺春天

的到来，中国画创作从极左思潮的思想禁锢中

冲决出来。一方面是回归传统，对曾经遭受批

判的文人画予以重新的审视与肯定；另一方面

则是积极创新，从西方传统绘画与现代主义的

艺术中汲取有益的养分。工笔人物画便是在这

样一种时代的需求中，上溯至唐宋人物画传统，

并试图将这种传统和20世纪接受西方写实绘画

而形成的新传统以及新时期对于现代性语言的

探索融合一体。乡土写实美术开始让画家们摆

脱公式化、概念性的创作模式，工笔人物画家从

这种时代的审美思潮中反观他们曾经拥有的生

活土壤，并从中获取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与

激情。乡土美术不仅是在精神上对于质朴恬静

的乡村生活的回归，而且是艺术上对于本土审

美品格的发现与创造。当时的许多工笔人物

画，便是从这样的审美追求中对少数民族纯朴

的民风予以诗意的、抒情的发掘与表现。

在表现内蒙古大草原的工笔人物画方

面，刘大为便是其时突出的代表。相比于

20 世纪 70 年代那些用故事情节图解政治主

题的草原作品，刘大为开始注重蒙古游牧民

族的日常生活的表现，并试图通过对这种无

情节性的日常瞬间的描绘，揭示游牧民族的

生 活 与 辽 阔 无 垠 的 草 原 这 种 大 自 然 的 关

系。不论是描写三口之家放牧休憩场景的

《马背上的民族》，还是塑造茫茫沙漠上蒙族

少女微笑的《漠上》，也不论是刻画霜染须眉

的琴师在侧耳倾听马头琴回音的《草原上的

歌》，还是捕捉训练幼童单骑放牧充满动感

形象的《雏鹰》，刘大为在作品中捕获的草原

或沙漠中的人物形象都不在于叙事性，而在

于形象塑造的本身所传递出的质朴的情感，

在于形象塑造的本身揭示出的人对于猎犬、

牧马和骆驼的亲情关系，在于形象塑造的本

身呈现出来的人畜与草原、沙漠的和谐统

一。对于内蒙古大草原，刘大为没有表现

“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苍凉，也没有表现“胡

天八月即飞雪”的荒寒，而是追寻恬淡却又

醇厚的风土人情，漂泊而又宁谧的游牧生

活，艰辛而又甘甜的勤勉劳作。刘大为的工

笔人物画发掘了蕴藏在那个粗犷、血性和霸

悍的民族中的一种纯朴的诗意，从而重塑了

一个当代审美中的游牧民族的形象。

乡土美术对于这种审美精神的回归，也

意味着艺术语言的乡土意韵与纯朴质感的

创造。刘大为的工笔人物画，不是用浓艳华

丽的色彩去夸张丰额宽颧的蒙族人物的肤

色与服饰，而是以淡彩减弱蒙族肤色与服饰

的厚重感，并以牧马、猎犬和荒漠的清墨色

增加这种具有地域特征的工笔人物画的淡

雅格调。因而，他的工笔人物画不完全是工

笔重彩，也不完全是工笔淡彩，而是介于重

彩和淡彩之间。在形象的塑造上，偏于写

实，造型严谨，但不是完全被动的客观的实

写，而是依据客观对象予以必要的简化和适

度的夸张，甚至于在写实的形象中寻找内在

结构的抽象意味。譬如作品《马背上的民

族》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便是在实写的基础

上进行了某些侧面的夸张变形，既具有自然

的身躯特征，也通过方形结构的运用，增强

了人物形象的体量感和雕塑感。马的组合，

看上去极其自然，但三匹马之间的交叉重

叠，乃至对于马的平面塑造中向立体空间的

转化，都体现了画家在形式感方面的独特创

造。他在画面中运用的线条，显得柔韧有

力，于温婉柔和之中显现出内敛的骨力。他

的形象塑造具有典型的线条勾勒的工笔画

语言特征，但线条又绝不肆意夸张独立于形

象的塑造之外，而是巧妙地隐显于轮廓与结

构之中，有机地游刃于形象与色彩之间。他

的渲染也绝不僵硬板滞，而是水色互融、淡

彩慢染，并在渲染之中体现出写的笔意，从

而体现了工中见写、繁中求简的艺术特色。

去火、去躁、去滞、去板，而求灵、求活、求静、

求雅，则一直是刘大为追求的艺术境界。

如果说写意性是他在工笔人物画中求

得灵变的重要方式，那么，以工养写也便形

成了他水墨写意人物画严谨的造型特征。

中国画历来讲究工写结合，从事工笔画创作

的，最好也学些写意，以写意养工笔而不致

工笔画的细描死抠，实为“笔工而意写”；而

从事水墨写意画创作的，最好也有画工笔画

的经历和学养，以工笔养写意而不致写意过

于草率粗俗，是谓“笔写而意工”。刘大为的

画学道路一直坚守工笔与写意并举的路子，

他的工笔之所以灵变、活脱、静雅、飘逸，这

和他在水墨写意人物画上取得的成就是分

不开的。同样，他的水墨写意人物画之所以

收放自如、内敛沉静，这也和他长期从事工笔

人物画创作密切相关。刘大为有非常扎实的

西画功底和造型能力，加之长期养成的勤奋

画速写的习惯，他在水墨写意画上的人物造

型真正做到了得心应手、手到擒来。因而，他

的水墨写意人物画不会因造型问题而产生形

象塑造上的硬伤，也不会因长期地完全出于

默写而形成一种套路式的概念化或符号化的

人物形象。相反，他的水墨人物画往往都是

在超越以形写神之后而体现出笔墨意蕴的品

味与格调，并且，这种品格古雅的笔墨之中依

然葆留着生活中人物形象的鲜活与生动。

的确，素描与笔墨的联姻是当代水墨写

实人物画的基本模式。素描人物造型的引

进曾经为中国传统人物画增强了塑造现实

人物形象的表现力，但长此以往，也在一定

程度上减弱了中国画特有的写意精神。因

此，怎样在写实的人物形象塑造中凸显中国

画的笔意墨蕴，并体现每位艺术家各自不同

的艺术个性，是当代水墨写意人物画演进与

发展的重要课题。刘大为水墨人物画的当

代性，就体现在对于这种中西融合人物画的

艺术个性的探索与创造上。他的水墨人物

画是在以形写神的基础上对于传统笔墨的

继承与再度整合，并由此形成了他清秀洒

脱、温润古雅、恬淡质朴的自家面目。

从师承关系来说，对于古人，他曾经用

功临写过陈洪绶和任伯年的工笔、兼工带写

的人物画，在人物画的精微与生动上获益匪

浅。对于今人，他既师承于蒋兆和通过笔墨

皴擦呈现人物坚实的结构与体量，深入地表

现人物的神情和动态；又师承于叶浅予运用

简洁的勾线和彩墨强化中国画特有的语言

美感，从而使笔墨语言的审美性相对独立于

客观对象。刘大为是山东诸城人，成长于内

蒙古大草原，是个地道的北方人。但他的水

墨人物画在撷取蒋、叶优点的同时，更倾向

于浙派人物画的语言特征。譬如作品《巴扎

归来》、《转场》、《干草车》和《帕米尔高原的婚

礼》等，在他的这些写意人物画的作品中，他

很少使用浓重的墨色，也很少干皴渴笔，而是

用行草书式的线条赋予形象以灵动、洒脱、飘

逸的视觉美感，大块的偏锋湿墨用于骆驼、牧

马和猎犬的表现，面部的精微之处往往在勾

皴的基础上敷以水润墨色，从而形成了他画

面特有的线与面、疏与密、笔与墨、虚与实、

光与影的辩证矛盾关系。他对笔墨有很好

的悟性和控制力，既可画巨幅群体人物的组

合，又能随意画趣味十足的小品；既善于驾

驭主题性的人物画创作，又擅长描绘抒情性

的生活小景。画人物面部时，写意之中颇见

精微；画人物躯体和骆驼、牧马、猎犬时，则

是在谨严之中常见洒脱。他的笔墨是率性

而不粗野、简洁而不空疏、洒脱而不恣肆。

刘大为的生活基础源于他青少年时代的

内蒙草原生活，广袤的草原、浩瀚的沙漠、湛蓝

的天空、悠游的白云以及蒙古游牧民族粗犷勇

敢的性格，都成为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

资源。他画草原、画沙漠、画雪域、画骆驼、画牧

马、画民风古朴的蒙古民族、新疆维族和高原

藏族人物形象，也都体现了他对自然与人的热

爱，体现了他通过这些审美形象所表达出的艺

术主体的胸襟与品格。作为上世纪 40 年代出

生的画家，刘大为走过的艺术道路鲜明地体现

了新中国美术家的成长历程。1963年，刘大为

考入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系；1968年毕业分配

到内蒙古包头市半导体器件厂；1972年落实政

策调入《包头日报》任编辑、记者。“文革”期间，

他先后创作了《银针传深情》（合作）、《草原颂

歌》（合作）、《草原女民兵》和《红太阳照亮内蒙

古草原》等作品并多次入选文革期间的全国美

展。1978年，他有幸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文革后

第一届中国画研究生班，从此被历史逐渐推为

新时期开时代新风的一代名家。

从油画到连环画，从速写到水彩画，从工

笔重彩到水墨写意，从地方研究生到军旅画

家，从主题性创作到艺术的个性追求，他涉猎

的画种非常宽广，他生活的阅历非常丰厚，他

创作的题材非常广博，他发掘的审美内涵也

非常深入。鉴于他取得的多方艺术成就，

1997 年后，他被任命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

组书记，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五届、第六

届主席团常务副主席，当选为中国文联副主

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下属国际造型艺术家协会主席等职。作为中

国美术界的重要领导，他的开拓精神和务实

作风使中国美协在世纪之交的社会变革与转

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的宽广胸襟和真诚

厚道赢得了广大美术家对他的信赖与赞誉。

当然，站在中国美术界那样一个制高点上，他

的胸襟、眼界与视野也更加开阔，俯瞰全局，把

握方向，他更具有一种艺术的社会担当意识和

时代的使命感。在他的《晚风》、《小米加步枪》、

《人民公仆刘少奇》、《朱德与史沫特莱》和《不畏

蜀道难》等作品中，我们可以阅读到他怎样通

过自己的画笔来表达他对于现实主题与历史

主题的思考。这些作品不仅充分体现了他自

己的艺术追求与个性风采，而且也塑造了当代

审美中的中华民族的英雄形象。

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直到今天，刘大

为一直是工笔与写意并举、速写与水彩齐

抓，因而他也善于融会这些各有所长的绘画

艺术语言，并由此开拓了他宽广丰厚的艺术

境界。其实，不论速写还是水彩，也不论是

工笔还是写意，贯通于其中的一直是他对于

中国艺术中所蕴含的文化品格的追求，他不

仅追求中国文人画所特有的洒脱率性的写

意，而且还要在鲜活生动的形象塑造之中把

自己的个性、学养、品格漫漫浸透进去，从而

彰显出艺术主体的精神与格调，这才是他终

生孜孜以求的至高至纯的境界。

远方 2008 年 33×230cm

刘大为，1945年生，祖籍山东诸城。1968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系。1980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

研究生班。现任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教授、主任，解放军美术创作院院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主要作品有《小米加步枪》、《漠上》、《阳光下》、《马背上的民族》、《晚风》、《巴扎归来》《人民公仆》等。

出版有《写意人物画技法》、《刘大为速写》、《刘大为作品集》、《刘大为小品集》、《刘大为水彩

画作品》等。其作品多次参加国内重大展览并获奖且在日本、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及中国香

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展出。

■ 尚 辉

——刘大为塑造的当代民族形象

纯朴的诗意纯朴的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