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铭记当年——— 大众日报社主题绘画创作精品展”

将于12月30日在山东省美术馆开幕

大众日报创刊于1939年1月1日，是目前国内连续出版时间最长、出版期数最多的报纸，是山东人民革命和建设史诗的重要
组成部分。战争年代，大众报人为传播党和人民的声音，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共有530多位同志牺牲。为铭记这段历史，大
众报业集团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之际，邀请省内外多位著名画家、雕塑家，专题创作了一批以大众日报历史为题材的作作品，这
些优秀作品，艺术地再现了那段难忘的岁月。从今天起，本报将陆续刊登这些作品，并与读者分享艺术家们的创作心路路。穿越
时空，回望前辈们远去的背影，今天的大众报人心中生发的是感动、是力量，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在文化
强省建设中发挥排头兵作用的信心与豪情。 ——— 编者

□本报记者 李可可

山东省美术馆馆长、著名油画家徐青峰是个
大忙人，若不是脚部意外受伤骨折，他所承担的
“大众日报主题绘画创作”任务或许还不会完成
得如此顺利，谈到此，徐青峰自己也认为是天
意。当然，对大众日报及那段血与火的历史的尊
重和发自心田的创作冲动，才是他圆满完成这次
创作的真正原动力。

呼唤：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是时代的需要

对于“大众日报主题绘画创作”此类重大历
史题材创作活动，徐青峰并不陌生。2 0 0 5年至
2009年，中宣部和国家财政部打造了中国重大历
史题材美术作品创作活动，当时徐青峰以油画作
品《血战台儿庄》参与了此项盛事。

当下，山东美术馆也在进行山东重大历史题
材美术创作活动，徐青峰认为，这种主题性创作
意义重大，“‘八五思潮’之后，中国文艺种类
有了很大变化，不再是之前的程式化、样板戏化
的创作模式，而是出现了很多讲求个性的艺术
家，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个人作品，但很多个人
作品拿到国际上却不够分量。因此我们呼唤真正
的重大历史题材作品，并愿意积极投身其中。这
也是我接下这项任务的原因之一。”

感动：一次很见“世面”的采风经历

而真正带给徐青峰震撼并让他获得创作激情
的，还是2011年7月份那次大众日报创刊地的采
风活动。

“有人说现在要出国见世面，但我到了沂蒙
山之后，却有了另一种感触——— 其实我们对身边
的很多事情都不了解，想见世面无需走得太
远。”

徐青峰坦承，之前对大众报业集团没有太多
了解，等到深入沂蒙山，参观了大众日报旧址，
听了大众报人创刊初期的传奇故事之后，对于这
份在战火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报纸才更加肃然起
敬。“我们读过大众日报，也读过大众日报旗下
的很多子报，但如果没有这次经历，对大众日报
怎么创建，她都经历了什么，创造了什么，根本
不知。我现在了解到，大众日报是党报，其实也
是我军的一份报纸，起先是为了配合政治和军事
宣传工作而创办，有这种经历的报纸，在全世界
都很少。”

徐青峰认为，国外很多报纸操作得很成功，
但大众日报相比而言更加难得。“她从战争年代
发展到今天，经历了各个历史阶段的严峻考验，
依然生机勃勃、充满朝气。可以说，大众日报完
成了数次成功转型，若能以画笔来表现这张报纸
的前世今生，让历史得以重现，给民众以鼓舞，
是十分有价值的。”

灵感：与一台印刷机的不期而遇

徐青峰的写实功底十分深厚，画风既雄浑又
细腻，大场面波澜壮阔，小细节丝丝入扣，尤其
擅画人物。事实上，他自己都认为这次活动组织
方给他的命题是倾向于人物画的，但人物画的具
体选材确实颇费脑筋。“我看了非常多的资料，
发现大众日报创刊这个题材十分不好表现，作品
跟公众见面时，怎样才能产生强烈的共鸣和深远
的影响？”徐青峰一直在冥思苦索。

直到在沂水云头峪村大众日报印刷所旧址看
到当年那台破旧的印刷机，徐青峰的灵感才突然
迸发——— 就是它了！

舍弃人物而选择静物，徐青峰有自己的想
法：报纸印刷是通过印刷机实现的，就像长矛之
于勇士，钢琴之于乐师，印刷机是一个关键角
色，是工具，是灵魂，也是历史的见证。

他设计的画面颇有意味：画面中心是斑驳陈
旧的印刷机，后面有大众日报的第一份报纸，无
需多言，主题一目了然，作品定名为《丰碑》。

这幅画画了三个多月。其间徐青峰还专门组
了一个包括摄影师、灯光师在内的六人团队，专
程又回去拍了一次照片。不过第一次印象是最重
要的，第一手资料也最珍贵，“第二次去，印刷
机上的蜘蛛网已经不见啦，幸好我第一次拍下来

了。”徐青峰得意地说。

画风：任何的写实都是主观

当记者问为什么要用写实的手法创作这幅
《丰碑》时，徐青峰答道：“主题性创作一定要
有具体的形象。随意而抽象的画面，不足以把历
史的真实表现出来。事实上现实主义创作难度最
大。前段时间有个新闻，说英国女王的肖像，全
欧洲都找不到合适的画家来画，最后找了中国
人。欧洲人的绘画艺术，往往不是在继承的基础
上发展，而是习惯于彻底否定前面，现代人大多
搞抽象、搞装置，只有到卢浮宫才可以看到他们
祖先的作品。”

那么，是否写实就可以最客观地反映现实世
界呢？徐青峰认为，所有的艺术都是主观的，包
括摄影，写实画法当然也是。因为无论你想表现
的东西多么具体、多么客观，你总归要用自己的
眼睛来观察，用自己的画笔来表现，同样一种东
西，每个人画出来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个体都有
自己独特的思想、感知、经历与习惯。

沉浸：有人天生是写长篇的

欧洲如今的画风，倾向于完全推翻传统，放
弃写实而只搞抽象和装置，这属于创新还是浮躁
呢？对于这个问题，徐青峰答道：“其实浮躁是
这个时代的特点。这个世界节奏太快，信息传播
得太快，让人应接不暇，难辨真伪。古人通信的
感觉是多么美啊！并非科技越发达人类越幸福，
等待和期盼，都是幸福，这些感受现在人都很难
体验到了。”

徐青峰指着一幅还未完工的画作对记者说：
“你看这幅画，把脸部再稍微加工加工，可能就
有很多人愿意买走了。但人只能活一辈子，这张
画只能画一次，一定要做到极致。有人天生是写
诗的，有人天生是写长篇的，我就是那个写长篇
的。”

徐青峰有一幅画，一天工作10个小时，画了
一年半才完成。一年半的时间，他朋友22层的大
楼都盖完了，朋友打电话笑他慢，说这样没法挣
钱。他说，这不一样，画画不单纯为了挣钱。

采访即将结束，又回到印刷机的主题时，徐
青峰说，画家选材靠的是敏锐的感觉，而不是论
证。之前的开会、研究，都无法代替看到机器的
那一瞬间，我认定了它，但别人不一定有这个感
觉，每个个体是不一样的。

《丰碑》静静伫立，一台机器与一位画家的
不期而遇，完成了一段历史的对话，也实现了一
次现实到艺术的转化，他们从未谋面，但他们宛
如挚友——— 从很久以前。

一台叫做“丰碑”的印刷机
——— 著名油画家徐青峰《丰碑》创作访谈

徐青峰，山东省
美术馆馆长，中国美
术家协会会员，山东
省油画学会副主席，
山东省青年美术家协
会副主席，青岛市油
画学会名誉会长。

1994年毕业于山
东艺术学院美术系油
画专业，1999年毕业
于中央美术学院第十
届油画助教研修班，
1994年—2010年任教
于青岛大学。

作品《青铜时代》
获中国首届水彩展银
奖，入编《中国美术全
集·水彩卷》，《天空》
获第三届全国油画展
最高奖项——— 中国油
画艺术奖和“全国第
十届美术作品展”作
品优秀奖，《血战台儿
庄》入围“国家重大历
史题材美术创作工
程”，入选“胜利属于
人民——— 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65周
年美术作品展”，作品
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亲临存在》入选“拓
展与融合——— 中国现
代油画大展”，《青铜
时代》获山东首届水
彩展金奖，《家园》获
山东“建国50周年美
术作品展”一等奖，

《老人站像》获山东省
第三届写生画展金
奖，《青岛火车站》获
山 东 省“ 经 验·试
验——— 2008山东省油
画精品展”一等奖，

《青岛迎宾馆》获“山
东省建国60周年油画
作品展”一等奖，《青
岛基督教堂》入选山
东省赴法美术作品
展。

《天空》被编入
《携手新世纪——— 第
三届中国油画展精品
集》和《第十届全国美
展获奖作品集》，出版
有《 徐 青 峰 绘 画 艺
术》，2008年成功策划
举办了青岛市油画学
会成立大展，并主编
出版了《青岛油画作
品集》。油画作品《血
战台儿庄》入编《国家
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
作工程作品集》。

《丰碑》局部（一）

《丰碑》局部（二）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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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沂水县云头峪村的大众日报印刷所旧址

徐青峰创作中

现存放于云头峪村大众日报印刷所旧址的印刷机


	A1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