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黑沉沉的地；天，黑沉沉的天。
黑的山，黑的水，黑的路……黑得几乎什么

都看不清。然而，一簇光闪亮着，在暗夜中格外
耀眼。仔细一看，原来是一盏马灯。提着马灯的
人，忧心忡忡，神色焦急，一绺头发被风吹起，
可以想象他步履的迅疾。是谁在山路上提灯夜
行？高大的身躯，宽广的额头……这位夜行者越
看越熟悉，对，毛泽东！

这个人，就是长征时期的毛泽东。这幅画，
就是韦辛夷最新创作的《苟坝的马灯》。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很多艺术家也
在进行长征题材的创作。应该说，长征题材不是
一个新鲜的题材，善于思考的韦辛夷却给我们制
造出了新感觉。如果说长征的题材有一万种，
《苟坝的马灯》肯定是第一万零一个选择。马灯
虽已消失多年，但大家毕竟都还认识。苟坝？相
信绝大多数人跟我一样，苟坝是什么？

看了韦辛夷为画作题写的诗堂，我们才明
白，苟坝竟然是一个这么重要的地方——— “一九
三五年三月十日深夜，春寒料峭，毛泽东同志提
着马灯走在苟坝崎岖的山路上，一个多小时后，
赶到周恩来同志驻地，阻止了进攻打鼓新场计
划，使红军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险。在这之前召
开的军事会议上，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被否决
了，出于对党和红军的高度责任感，才有了毛泽
东同志手持马灯夜行这一幕，才有了第二天成立
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三人团’，才使得我
们党和红军实现了战略大转移，才有了从胜利走
向胜利。苟坝马灯，光照千秋！”

读完诗堂再看画，感觉那簇光越发明亮。
韦辛夷又一次以“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

艺术效果，完成了一幅主题性创作的佳构，也又

一次引发我们思考选题立意的重要性，以及题材
与艺术手法之间的关系。

主题性创作是对艺术家全面功力的巨大考
验，平庸与优秀之间，似乎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其中，知识的储备、思考的习惯至关重要，甚至
比技法更关键。用韦辛夷的话说，创作有三种思
维，定向思维、逆向思维和侧向思维。定向思维
是大部分人的选择，逆向思维也被一些人青睐，
侧向思维则往往成为盲点，而侧向思维恰恰是四
两拨千斤的思维，是一滴水见大海的思维，在创
作中往往起到“奇兵”的效果。

拿韦辛夷自己的几幅代表性作品来说，建党
题材的《鸿蒙初辟》，没有选择南湖里的画舫，
没有选择上海“一大”会址，而是选择了李大钊与陈
独秀在骡车里会晤的场景；抗日题材的《蓄须明
志》，没有选择硝烟弥漫的战场，没有选择领袖的运
筹帷幄，而是选择了留起胡须拒绝为日本人登台的
梅兰芳；这幅长征题材的《苟坝的马灯》，没有选择
惊险的飞夺泸定桥，没有选择胜利大会师，而是选
择了一个罕有人知却极为重要的瞬间……侧向思
维，在这几幅作品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然，选择了一个好的题材仅仅是一个好的
开始，要想创作一幅成功的作品，还需要高超并
且恰当的技法，才能保证这幅作品的完成度。

我们回到这幅《苟坝的马灯》。
韦辛夷近年来对中国人物画笔墨的探索，在

《闯关东》《拾荒者》等作品中已经展现无遗。
而在《苟坝的马灯》里，韦辛夷出人意料地把人
物缩小，重点放在了环境的渲染、气氛的营造
上，用墨厚重，用笔泼辣，甚至有观者开玩笑地
问他“怎么改画山水画了”。远观此画，的确像
一幅精彩的夜山图，但仔细揣摩后发现，其实所

有的山、所有的水都是为了烘托气氛。激流险
滩，漩涡暗涌，黑云压城，道路险恶……这些元
素，把画中人物所处的环境，情感的背景都作了
恰如其分的铺垫，让观众更加容易理解主人公的
处境和情感。这是一种更加高级的人物画技法处
理。而画面的主人公毛泽东，韦辛夷用寥寥几笔
表现了出来：风吹起的头发，右手提着的马灯，
左手抓着的帽子……举重若轻，十分传神。技法
是为主题服务的，根据不同的题材，采用不同的
技法，创造不同的意境，最能体现画家的功力。
从韦辛夷近几年的几幅作品来看，已经到了得心
应手、挥洒自如的境界，用他自己的话说，“画
到最后，不是你在画画，是画在画你”。

《苟坝的马灯》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我放到
最后来说。

表现领袖人物的作品，在中国经历过极为特
殊的时期。脸谱化、概念化的元素比较多，高大
全、红光亮，总是有看不见的框框束缚着创作者
的思维，比如领袖必须占据画面的主体，必须表
现正面形象等等。时至今日，早已不再是那个贴
政治标签的年代，但这个领域的创作依然在延续
过去的思路，人性化、情感化的因素依然被有意
无意地忽视。《苟坝的马灯》里，我们所看到的
毛泽东，是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感的人物，是
一个跟我们一样有喜怒哀乐的普通人，然而这丝
毫无损于他的伟大，反而让观者为他身处逆境依
然执著争取的坚韧所打动。当然，能驾驭这类题
材，必须对历史有着准确的认识，对领袖人物有
着深刻的理解。这就要求作者要有深厚的知识储
备，当然，还要有艺术家敢于担当的勇气。

苟坝的马灯，光照千秋；《苟坝的马灯》，
值得喝彩！

暗夜里的那簇光
——— 韦辛夷新作《苟坝的马灯》观后

□ 臧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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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坝的马灯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
日深夜，春寒料峭，毛
泽东同志提着马灯走在
苟坝崎岖的山路上，一
个多小时后，赶到周恩
来同志驻地，阻止了进
攻打鼓新场计划，使红
军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
险。在这之前召开的军
事会议上，毛泽东同志
的正确意见被否决了，
出于对党和红军的高度
责任感，才有了毛泽东
同志手持马灯夜行这一
幕，才有了第二天成立
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
“新三人团”，才使得
我们党和红军实现了战
略大转移，才有了从胜
利走向胜利。苟坝马
灯，光照千秋！

时在二零一六年九
月，红军长征胜利八十
周年之际辛夷画是幅，
以志纪念那段艰苦并辉
煌的岁月。

韦辛夷
2016 . 9 . 15 .仲秋节

由中国艺术报社、南京电影制片厂、山东省
图书馆共同主办的“独步者——— 曹大步书法艺术
新赏全国巡回展之济南展”将于2016年12月18日
-26日在山东省图书馆举行，展出曹大步近作80
余幅。

由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济南市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山东艺术学
院、山东齐鲁美术研究院、山东省现代艺术研究
院主办的“景行·路——— 碰撞与亮相”孙大威陶
瓷艺术2016年展于12月11日-15日在山东省文化馆
举办，共展出孙大威陶瓷艺术作品100余件。

“孔维克从艺50年学术汇报展”将举办
主办：山东省文化厅、山东省文联 承办：山东画院、山东美术馆、山东省中国画学会 时间：2016年12月17日至2017年1月15日 地点：山东美术馆

曹大步书法艺术新赏

全国巡回展之济南展

“景行·路——— 碰撞与亮相”
孙大威陶瓷艺术2016年展

本次“孔维克从艺50年
学术汇报展”以孔子及儒家
思想题材的作品为主，同时
还包括作者将文化格调和笔
墨情趣融为一体，表现古典
意境的笔墨小品；投入拳拳
深情，表现其魂牵梦萦乡土
情怀的农村生活作品；以及
其直面生活、表现生活、歌
颂生活的速写、写生作品。
这些作品集典雅、庄重、大
美于一体，将作者对文化的
理解、对艺术语言的把握以
及对大千世界的认知与感悟
倾注于笔端，表现了“文以
载道”的创作思想，展现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根脉和
艺术内涵。

本次展览不仅展示了孔
维克各时期的代表作品百余
件，还包括画家的从艺心
迹、墨迹、足迹等资料，全
方位地呈现孔维克50年来的
艺术人生。

孔维克 1956年生于山东省汶上县。现为全国政协委员、民革
中央委员、中国统促会理事、民革山东省委副主委、世界孔子后裔
联谊会副会长、中国美协理事、北京大学文化艺术研究所名誉所
长、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民革中央画院副院长、山
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省中国画学会会长、山东画院院长。

大展厅

公车上书 308cm×600cm

杏坛讲学 220cm×143cm 村头休息的老汉陈建新 180cm×96cm

苟坝的马灯 韦辛夷 335cm×200cm

韦辛夷 1956年生于山东济
南。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
院。1992年深造于中国美术学院
刘国辉教授工作室，为首届中国
人物画高级研修班成员。现为山
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济南市
美术家协会主席，山东书画学会
副会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国家一级美术师，济南专业技术
拔尖人才，被列入山东省高层次
人才库，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

12月18日上午，“隆重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
123周年王昭海毛体书法展”将在济南万竹园举
行，展出作品近百幅。展览由中国毛体书法家协
会、大众书画院和山东润嘉传媒公司主办。

隆重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3周年
王昭海毛体书法展

“新吴门画派·走进山东”
苏州国画院中国画作品展

12月14日-20日，由苏州国画院主办的“新
吴门画派·走进山东”苏州国画院中国画作品展
在济南美术馆举办。苏州国画院画家作为吴门画
派主要传承者和艺术创作的中坚力量，他们着重
融合吴门画派笔墨意趣与现代城市生活新象，结
合时代特征进行现代性创新，使传统吴门画派得
以延伸、开拓及发展。

2016中国国家画院年展
书法篆刻院作品展

12月11日-17日，“写意中国”2016中国国家
画院年展书法篆刻院作品展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
馆举办。本次展览共展出作品200余幅，体现了
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院研究员队伍近一年来艺
术探索的轨迹和他们的艺术状态。

更多书画信息请见大众网书画频道
http://shuhua.dzww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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