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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力克，祖籍河北省巨鹿县，生

于山东威海。现任中国美协油画艺术委员会委

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副

主席，山东油画学会副主席，山东艺术学院副院

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省教学名师。

1983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美术系油画专

业，1989 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创作研修

班。曾先后赴前苏联、东欧考察，并到澳大利亚

格里菲斯大学、韩国檀国大学、又松大学、法国

巴黎第八大学、巴黎美术学院、法国大沙龙音乐

学院、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海伦艺术学院访问并

进行学术艺术交流。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比赛

和展览并获奖，作品曾被中国美术馆以及国外

美术机构、团体及个人收藏。主要有：

1984 年，作品《追赶春天的人》入选第六

届全国美展；

作品《交通站》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1987年，作品《新媳妇》入选首届中国油画展。

1989 年，作品《雀巢》获第七届全国美展

银奖，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连环画《雪国》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铜奖。

1990 年，作品《故土》等参加在新加坡举

办的中央美术学院油画、雕塑展；

作品《山·羊》等参加韩国中国油画展；

作品《雀巢》参加法国秋季沙龙艺术大展。

1994 年，作品《老家》获第八届全国美展

优秀作品奖。

1998 年，作品《风铃》获第四届全国水彩

画展银奖。

1999 年，作品《斜阳·花》参加中国油画名

家百人油画展；

水彩画《花雨》获第九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

作品《雀巢》入选 20 世纪中国油画展。

2004 年，作品《钢琴课·如歌的行板》、《邻

家女孩》入选第十届全国美展。

2006 年，作品《花雨》入选中国百年水彩

画展（1905—2006）。

2007 年，作 品《红 樱 桃》参 加“ 融 合 与 创

造”2007 中国油画名家学术邀请展。

2008 年，在美国印第安纳波里斯艺术中

心举办“来自孔子故乡的艺术”画展。

2009年，作品《金色的湖》入选第十一届全国美展；

其作品被收入《中国美术年鉴》、《中国美术

全集·油画卷》、《当代中国油画》、《当代中油画艺

术》、《20世纪中国美术》、《20世纪中国油画》等大

型艺术典籍。出版了学术专著《绘画与秩序》，在

《山东科学》等重要期刊发表了《绘画中的自由与

秩序》、《克罗齐与现代绘画》等多篇论文。

这是一段让国人痛心疾首的往事。

1894 年的甲午海战到 2014 年就是 120 年

了，那是两个甲子，这段被每一个中国人称之为

国耻的大事件，它不仅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进

程，也改变了世界的历史。《马关条约》的签订，使

日本在中国获得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

库平银的赔款，这一数额相当于当时日本4年财

政收入的总和。时任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说：“在

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日元，本

国全部收入只有8千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3

亿5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个人都觉得

无比的富裕。”这笔赔款促进了日本经济和军事

实力的飞速发展，也带来了四十多年后让每一

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侵略和蹂躏。把甲午海

战作为一个重大历史题材的选题，表现出了我

们当下的文化自觉。

最初接到甲午海战创作任务的时候，我感

到压力很大、责任也很大，一时间觉得无从下

手。作为画家，适逢一个时代，能够参与这种大

型历史题材的创作，是一件幸运的事情。这对

于我来说既是考验更是挑战，它不是一件容易

把握的事情。搞好这部作品的创作需要思考的

主要是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用绘画语言来

表现一场败仗；二是主题如何切入来表达国人

那无以言表的痛和集体记忆；三是关于创作具

体问题的把握，这一切都关系着作品的成败。

一是历史观的问题。历史观的问题决定着认

识历史的角度。作为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不仅是

要从审美层面上去寻找一个激发点，更是要保持对

历史的尊重和敬畏。英国史学家E·H·卡尔在《历

史是什么》一书中指出“我们所接触到的历史事实

从来不是‘纯粹的历史事实’，因为历史事实不以也

不能以纯粹的形式存在：历史事实总是通过记录者

的头脑折射出来的。”“历史学家需要一种富于想象

的理解力，以透视正在其研究视野中任务的内心世

界，把握其行为之后的思想状态……”所以“我们只

有以当下的眼光看待过去，才能理解过去。”历史题

材的绘画创作绝不是以还原历史原貌为目的，不是

再现历史，不是解读某种理念，更不是人云亦云的

逢迎和莫名奇妙的颂咏，它应该是”务必使自己的

头脑有如一面明镜，清光如洗，纤细不染，照见人

脸，丝毫不爽；这样，他才能如实反映出生活的现

实，既不会歪曲真相，又不会使之失色”。历史是真

实的，它是可以解读的；历史是存在的，它又是现实

的。过去或者说历史总是以一种变异的形态折射

到当下的现实中，我们研究过去、表现过去，就是要

试图从历史中寻找现在，从古人身上发现自己。这

一点对于艺术创作的定位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们对历史的态度应该是解读、思

考、认识、凝炼，让我们的心灵与历史寻找一条时

间通道，进行超越时空的理解和对话，让历史的

沉重感筑起我们精神的制高点。画家应该是

在历史事件中去寻找可以支撑画面的视觉形

象，在史实中寻找和建构视觉形象的新符号，而

不仅仅是深陷在对历史文献反复阅读中的叙

事再现。我在创作之始首先思考和定位的就

是如何把握战争的实质，把握光荣和梦想、奉献

与牺牲，并且以当下所具有的宽阔历史感的视

觉进行全方位的关照，把历史定格在一个具有

特殊意味的瞬间。甲午海战本身是一场败仗，

而我所要表达的不仅仅是一场惨烈的战争，更

多地是在历史空间中对战争本身的认识。这

场战争细细想来它就是一个帝国自此沉落的

开始，日本军舰打碎的不仅是一艘艘先进战舰，

更是清政府亘古长青的帝国梦。一个制度的

存在终将决定着每个人的命运，在这场败仗中

全体将士所表现出来的英勇和气节，使我们看

到了我们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他们捍卫了一

个战士的尊严，一个民族的尊严，因此对于每一

个细节的思考和选择，都将影响到对这种精神

的表达。在这样一种历史观的观照下，我开始

了作品的构思。

二是主题切入的选择问题。 作为重大历史

题材的甲午海战，是近代史最重要的选题之

一。它的创作难度是让很多画家望而却步的。

因为要把牵绊一个民族集体记忆的大事件用直

观的视觉形式——绘画来展示，需要一种深沉

理性的思考和贴近事实的人文关怀。“真正的历

史综合或概括所依赖的，正是对事物的敏锐感

受力与天赋自由的想象力的结合。”作为历史题

材的作品，它一定是要定格在历史的某个瞬间，

并且这个瞬间具有象征和永恒的意义，因此，具

有典型意义的符号化的形象选择就成了创作的

原点，因为它是作品的灵魂。艺术家不是历史

学家，要避免牵绊在具体的历史史实之中，要减

少简单地再现历史事件的动机，更多地关注于

事件所带来的民族精神的创伤和理性的自觉。

用视觉形象传递一种综合信息，它既是历史的，

又是当下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个人的，它要使整

个作品具有强烈的感官冲击力，要成为情感宣

泄的出口，从而更多地带来精神层面的理解和

对话。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讲，甲午战争是一

个集体的记忆，这种记忆已经上升为一种理念，

很少有人去思考人和舰、舰和舰的关系，去思考

战败除了制度以外的原因。其实，对于我们的

将士来说，如果火炮能够打响，战争也许能够胜

利，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如果“火炮”打响，历史可

能会改变。当然，我们不能主观臆断历史，当我

们在研究历史史料的时候，不能仅仅陷入到对

史料字里行间的解读上，更应该从制度层面以

批判的精神去反思文化所形成的民族基因。我

在《甲午·一八九四》的创作中，通过对历史资料

的梳理和研究，最后选择了船舰即将沉没的瞬

间作为整个画面的主要形象。在人物的选择

上，由于受到电影《甲午风云》的影响，李默然扮

演的邓世昌成了国人熟知的甲午海战民族英雄

的代表。其实，在这场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

没，全体将士都应成为民族英雄的象征。刘步

蟾的“苟丧舰，将自裁”的铮铮誓言，徐希颜写给

母亲信中的“以身许国，尽忠不能尽孝”的真情

告白，所有这一切使全体将士们在船下沉的时

候，选择了舰在人在，他们共同围绕在火炮周

围，誓与战舰共存亡，藉此表现出宁死不屈的英

雄主义气概。虽然，我复制了致远号尾炮，但它

并不只是一艘战舰，我所表现的是北洋水师的

全体将士，而不是特指某一个具体人，这一构思

的确立使整个创作主题得以提升。

三是关于创作的具体问题。如何感知历史

的真实，是整个创作的首要任务，也是对于历史

画创作的认识和路径的选择，每位画家在这一

问题上都有所不同，他不仅受历史观的影响，更

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按照最初的构思，我几

次赴刘公岛实地考察战史，一件件研究实物遗

存，脑海里慢慢形成了初步的构思，一个个人物

形象仿佛鲜活起来。我清晰地记得，傍晚时分，

我坐在水师衙门的台阶上遥望着远处的海面，

耳边仿佛响起了那沉重的炮声，耳畔回旋着《北

洋水师》的主题曲：“东方有一片海，吹来童年的

梦，天外有一只船，请带我飘向那天边；东方有一

片海，海风吹过五千年的梦，天外有一只船，船一

去飘来的都是泪，洒在海边；再不愿见那海，再不

想看那只船，却回头又向它走来……”这是一首

与战争似乎没有关系的歌曲，但它却牵扯着全

体国民的情感，歌词表达出了国人那种特殊的

心态——既不能忘却，又不愿回忆；既有痛又有

恨，充满了莫名的无奈。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

候，我都在想，我到底应该画什么？怎样为这些

英勇奋战的将士们树碑立传？那将是一座无名

的碑，是一座民族精神的丰碑。

感情上找到了一个基点后，却始终没有找

到现实感，所以，为了实现我想要的真实的“触摸

感”，还原出致远号后尾炮成为我急切想要做得

工作，因为它是实现创作方案的关键。它将解

决的是我一直没有找到的人和战舰的关系、人

和火炮的比例等问题所带来的困惑。我决定原

比例复制致远号后尾炮，我知道这将是一个巨

大的工程，它将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但

它是创作关键的一步。在2011年暑假，我找了

专门场地，聘请了舞美专业师生，开始了原比例

复制火炮工作，十几名师生经过一个假期的工

作，在将近40度的高温酷暑下，奋战了40多天，

终于在开学前完成了复制工作，其中等比例复

制了火炮、三分之二甲板和炮弹箱，这其中的艰

辛是可想而知的，它成为以后创作的有力支

撑。当我站在致远舰甲板上，触摸着后尾炮的

时候，我仿佛触摸到了历史，内心有一种巨大的

震撼，历史的沉重感和屈辱，压得人喘不过气

来。我在想这就是当年的利炮，但在历史中没

打上几炮就沉没了，我用这种方式仿佛走进了

历史，感受着历史，创作的冲动在这一瞬间变得

更真切，由此作品从构思开始了创作的实施。

实际上，我看到的火炮实物和最初的想象相差

是很大的，炮要大得多，原有方案中二十几个人

物的构思却显得少了很多，因此我就将人物的

数量增加到现在作品中的五十余人，这种关系

的处理使画面的悲壮感进一步得到提升，这种

实物再现使画面越来越清晰和完整，每个人的

形象已渐渐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画面的每一个

细节都使我有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比如，作

品中牺牲的勇士的手是血淋淋地张开的手，那

是由于用力锉那些推不进膛的炮弹而磨破的

手，而活着人的手是有力地握紧的手，是一种愤

怒中的无可奈何，他们无法用钢铁长城保卫国

家的海疆，而只能用血肉之躯捍卫民族的尊

严。这一双双不同的手在表达着一个共同主

题，那就是惨烈的悲壮，也是值得回味而又无法

抹去的历史记忆。

场景的设定基本确定后，光线和沉船时间

的选择将会通过画面的色调进一步强化主题。

我选择了如血的残阳透过硝烟迷雾照射到即将

沉没的舰船和将士们的身上，使画面染上了一

层英雄主义的色彩，加上纪念碑式的构图进一

步推进了气氛的烘托，进而接近了史诗般创作

基调。被鲜血染红海水的浪涌、爆炸形成的冲

天水柱形成画面的结构性格局。爆炸火光的闪

烁，看上去更像是绽放的烟花，其实我想表达的

不仅是闪烁的火光，更是要表达全体将士在这

一刻生命之光的绽放，从而使烟花般的绽放成

为对将士精神的礼赞。对水珠浪花的描绘，已

经不是其物质本身的意义，而是一种精神表达

的形式语言。这一切使画面形成了一种巨大的

视觉冲击和听觉交响，产生出了回荡在历史时

空中的最强音。我个人觉得作品在精神层面上

逐渐地接近了民族的集体记忆。

大型历史画的创作一般都采用写实的或是现

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从历史上一些著名作品中，我

们可以感觉到这种手法是最为成熟，最易于操作

的，也是最易于让人们接受的。但在现实主义语言

表达系统中，就当下研究而言，具有太多抽象主义

和表现主义因素的渗透，它们共同构成了今天视觉

艺术的新面貌，任何一个画家都无法回避具象与抽

象的转换问题，也都无法拒绝对物象外在的迷恋，

从而衍生出无穷的抽象表达。现实主义绘画有一

定的叙事性，在我的作品当中，时间、地点、人物、事

件都符合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但是也具有典型的

象征意义，如血的残阳照在即将沉没的战舰上，既

使画面充满英雄主义的气息，又预示着一个帝国的

没落；一个年轻水手身上的红肚兜，既表达着对新

婚后美好生活的向往，放在这样的场景中又增加了

作品的悲壮色彩；礼花般的火光更寓意着生命的绽

放，这一切都使画面具有了象征主义的寓意。

我在《甲午·一八九四》的创作中，采用的是

写实的语言表达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秩序是协

调具象与抽象的规范，把场景中每个局部都作

为细节，都是从抽象入手达到具象的表现，让每

一个局部都既有现实的真实感，又有抽象意味

的无穷魅力。一般意义上这叫做构成，但就创

作而言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它不是技术层面上

的问题，而是对绘画本体的认识和理解。画家

创作的过程是要为情感和观念寻求适当而充分

的表达方式，这种诉求往往不是理性的构造，而

是要在情感理念的指引下，借助对媒介与视觉

元素的整理和运用而呈现出一种图式。这一过

程仅仅凭借构成、色彩、线条等技术操作是达不

到的，它必须是用“绘画内”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

作品，形成理念指导下的视觉表达形式，从而具

有视觉的创造力。视觉创造力的体现和发展

需要的就是视觉对象从“物象”到“心象”的转变

过程，它体现画家以一种独特的眼光审视客观

世界。客观世界在我们眼中是自在的“物象”，

“物象”为客观美的理念和法则。画家在创作过

程中，外在的自然世界抽象成了富于生命的有

机体，这种生命的特征并非事物本身特征的集

中展示，而是画家本人人格和精神的折射，在这

种状态下，“物象”升化为“心象”，精神的主旨得

以表现。每一个画家在主题性创作面前，特别

是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面前，都要经历由“物象”

升华为“心象”这样的心路历程，它不是简单的理

性思考，更应该是一种真切的内心体验。但愿

我们每一次的体验都会有一个完美的结果。

历史是无法回避的，也是无法改变的。历

史的意义在于它贯通着现在，更孕育着未来。

对于历史的视觉形象表达，是将逝去将士精

神的复活，也是现代人与历史对话中的心灵

契合，这是一种追求，也是一种超越。画家有

责任用画笔去表现历史的价值与意义，给这个

时代留下可供永远思考的视觉形象，这是我们

的历史责任。

谨以此画纪念甲午海战中英勇牺牲的

将士们！

注释：

《历史是什么？》（（英）E·H·卡尔 著，陈

恒 译，商务印书馆，2007 年版，第 106 页）

《史学的意蕴》（朱孝远 著，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7 页）

《史学引论》（王学典 主编，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8 年版，第 90 页，引自恩斯特·卡西

尔：《人论》）

■ 王力克

《甲午·一八九四》创作谈

王力克王力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