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6月22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李可可 霍晓蕙

电话:(0531)85193613 E-mail:xinwenmeishu@126 .com大众书画12

大大型型公公共共艺艺术术创创作作助助力力上上合合峰峰会会
——访访上上合合峰峰会会宣宣传传文文艺艺组组副副组组长长、、项项目目艺艺术术总总监监潘潘鲁鲁生生

□□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霍霍晓晓蕙蕙

国泰民安 2100cm×750cm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军旅画家李翔及团队成员杨文森、韩书阁、林木炎绘制

《国泰民安》《崂山胜景》创作现场 潘鲁生（左一）在菏泽巨野画院指导创作

《源远流长》设计稿 1700cm×700cm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专家团队赵芳廷、朱爱军、隋元鹏设计创作

崂山胜景 1550cm×460cm 李翔及团队成员崔君、邢俊勤绘制

花开盛世 1550cm×420cm 菏泽巨野画家团队李联起、赵长玉、高潭印、孙自安、孔庆臣绘制

2018年6月9日，上合峰会在青岛隆重召开。本届峰会各
场馆的艺术品充分发挥了提升空间环境品质、彰显中华审美
文化的重要作用，为会议营造了良好的文化艺术氛围，塑造了
合作交流的人文空间，堪称文明与友谊的华章。

据介绍，国内、省内近百位艺术家积极投入了峰会的艺
术品创作，产生了一批艺术精品，分别陈列于各个场馆。而
其中，峰会主会场和宴会空间的大型公共艺术创作，在创
作、装裱、安装等方面都刷新了传统山水画、工笔花鸟画的
记录，为公共艺术品的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它们是怎样
创作完成的，又有哪些特点？本次采访，围绕“大型公共艺术创
作”展开，请本次峰会活动宣传文艺组副组长、专家委员会副
主任、项目艺术总监潘鲁生先生为读者进行了详细介绍。

记者：此次“上合”峰会主会场和宴会空间的艺术作品
陈设由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专家团队设计监制，充分展示了中
华艺术的瑰丽和美学意蕴，向与会宾客传递了中国人民热爱
美好生活，追求和平的善意。

您作为本次活动宣传文艺组副组长、专家委员会副主
任、项目艺术总监，请为我们重点介绍一下此次峰会的大型
公共艺术作品，另外介绍这些作品在创作定位、主题、内
容、构图、艺术语言等方面的情况。

潘鲁生：“上合”组织作为首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区域性
国际组织，具有鲜明的中国印记，17年前肇始于黄浦江畔，“互
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
海精神”无处不闪耀着中国智慧。如今，首次扩员后的上合
组织再次回到中国，来到美丽的黄海之滨——— 青岛举办峰会。
为进一步体现新时代的“上合”智慧，营造交流氛围，本届
上合青岛峰会主会场、宴会厅的艺术品配饰，在策划伊始都
以“世界水准、中国气派、山东风格、青岛特色”为指导，明
确了“展示中华礼乐文化，体现大国外交风范”的创作理念。
根据峰会安排，将主会场、宴会厅整合分为三大区域，艺术
品的定位与各分区对应，设定分区主题。即迎宾区为“礼"，
礼遇贤者，登泰山而览群岳；会议区为“和”，和谐共处，志向同
而大道合；宴会区为“乐”，乐合天地，百花盛开而盛世繁荣。

在此次峰会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主场馆有4组公共艺术作
品，分别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军旅画家李翔及团队成
员杨文森、韩书阁、林木炎绘制的《国泰民安》，菏泽巨野画
家团队李联起、赵长玉、高潭印、孙自安、孔庆臣绘制的
《花开盛世》，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专家团队赵芳廷、朱爱军、
隋元鹏设计创作的《源远流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军
旅画家李翔及团队成员崔君、邢俊勤绘制的《崂山胜景》。

这4件大型公共艺术作品中，《国泰民安》《源远流
长》安置于迎宾区，《花开盛世》《崂山胜景》安置于宴会
区。这些作品均位于国家领导人接见、会见、宴请外国元首
及嘉宾的重要区域，既要保证一流的艺术水准，也要考虑现
场氛围和视觉感受，考虑媒体采集、国际传播的各种技术和
需求。同时，为较好地与空间环境协调，尺度超出常见的艺
术画作规格，装裱形式和材料也要与室内装修风格相吻合。
因此，采用中国宣纸、国画颜料、传统山水画技法创作的
《国泰民安》其画心宽2100cm，高750cm，采用传统工笔花
鸟画技法创作的《花开盛世》画心宽1550cm，高420cm，完
全超越了传统山水画、工笔花鸟画的尺度概念，成为目前国
内该画种中的尺幅之最。应该说，这些作品与常规的国画、
油画、壁画创作有很大不同，具备公共艺术的诸多特点，所
以我将其定位为传统绘画的大型公共艺术作品。

《国泰民安》装置于会议中心迎宾区，作品以朝阳喷薄
升腾时的泰山为主要描绘内容。近景为苍松环翠、龙潭飞
瀑、杂树染绿，中景为烟岚云岫、山势雄伟、云步天梯、南
天大门，远景为层峦叠嶂、群峰环绕，日出东方的朝霞映辉着
大地，奔腾入海的黄河与天地相融。作品采用传统山水画技
法，艺术地展现出朝阳辉映下的五岳之首，气势宏伟、意象万
千、云蒸霞蔚的壮丽景象，寓意盛世祥瑞，江山永固，国泰民
安。艺术家潜心创作，在艺术语言上追求创新，绘画格局宏大，
是中国画创作的代表性公共艺术作品。

《源远流长》是为会议中心特别创作的两件壁画作品，
分列在主会场迎宾区两侧的墙面上，以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
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民间交往等合作场景为描绘内
容，寓意各成员国并肩书写合作发展的壮丽诗篇，携手绘就
友谊和平的美好画卷。作品采用传统线描手法，“不施丹青
而光彩动人”，以激光刻蚀技术雕刻在大理石上，“以线存
形”抒发情感，从单纯中求丰富，从线形中求意象，绘画语
言与设计装饰达到完美统一。

《花开盛世》安置在宴会厅迎宾背景墙上，以菏泽牡丹
为主要题材，“须是牡丹花盛发，满城方始乐无涯”，寓意
乐合天地，百花开而世繁荣。作品采用传统工笔花鸟画技法，
由山东菏泽巨野农民画家满怀感情绘就，传承古人技艺，创
新构图布局，用三个半月时间一笔笔精细勾勒、一遍遍晕染
而成，可谓工笔巨作，是新时代花开盛世的精品之作。

《崂山胜景》在宴会厅，作品采用油画手法，描绘文化
名山——— 青岛崂山，苍松盘舞竟茂，翠竹簇拥成林，云飘雾
漫霞飞，崂顶耸立巍峨，寓意崂山胜境展巨臂，怀抱贤达谱
华章。作品融入宴会厅主墙面与宴会场面之中，营造国宴氛
围，崂山胜景也将给嘉宾留下记忆。

记者：这些艺术品尺幅巨大，在策划、创作、装裱、安装等
方面都刷新了传统山水画、工笔花鸟画的记录，作为宴请外国
元首及嘉宾的重要背景作品，更兼具政治、文化、社会、艺术等
多重内涵，可想而知，围绕它们开展的各项工作之难度及复杂
度超乎寻常，每一幅佳作的精彩呈现都蕴涵了多方面的创新
与努力，同时也为公共艺术品的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画作
背后有哪些创作的故事？请为我们读者介绍一下。

潘鲁生：包括《国泰民安》等在内的大型公共艺术作
品，均经由全国范围广泛征稿、逐级评审选定。过程严格，
工作量大，专业程度高。其中包含了艺术品组工作人员和各
位专家评委的辛勤付出，也离不开各级领导的关心与指导。

就大型作品而言，也存在各种前所未有的技术难关。以
《国泰民安》为例，画心宽2100cm，高750cm，仅就这种尺寸的
整张宣纸而言，就没有厂家生产过，如果根据市场上现有规
格的纸张尺寸进行分块绘制，最后通过装裱拼合，则可能出
现拼接缝隙明显、画面零碎的现象；如果特别定制巨幅宣
纸，进行整体描绘，采用传统平铺于地面的方式进行绘制，
也会存在画幅太大而无法实时掌控构图、虚实呼应、色彩平

衡等全局关系的情况。经专家团队、艺术家反复研究，一致
认为，多方联络生产厂家定制大幅面宣纸，租借高敞空间，
搭建钢结构带磁吸毡墙，辅助电动升降机，进行整体绘制，
才可能确保作品顺利创作，保证作品高质量呈现。

《国泰民安》是采用传统山水画技法在宣纸上创作的巨
幅画作，作品完成后，装裱上墙又面临巨大挑战。虽然作品
尚未创作时已有装裱上墙的详细方案，但具体实施时还是令
拥有几十年装裱经验的高级技师们备受考验，也遇到安装时
间、空间、温度、湿度等环节把控的难题。最为稳妥的方式
是采用传统中国画装裱技术，一层层托裱、自然晾干，最终
在作品背后托裱包括纸张和面料在内的背衬共计6层，致使
画作总重量达一吨左右，以确保在较为复杂的温湿情况下不
会出现鼓胀爆裂现象。作品上墙施工期间，由20多人均匀布
点，同时操作，毫厘不爽，才得以妥善就位。即便如此，由于
主会场临海而建，室内湿度较高，上墙后的作品仍然随时处
于受潮、鼓胀、皴裂的复杂状态中。宣传文艺组副组长刘致
福、副组长兼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家新、设计专班负责人苗
登宇等亲临创作现场指导工作，艺术品专家团队全天候监

控，采取科学措施保证室内温湿度达标，使作品得到良好的
呈现，最终面向世界展现出中华文化的良好风貌。

记者：百花开而世繁荣，《花开盛世》这幅典雅大方的
工笔牡丹巨制，各国元首以此为背景合影，使之举世瞩目，
堪称此次峰会艺术品中的最大亮点。尤其是这幅画并非出自
学院派画家之手，而是由农民画家所绘。请您重点谈谈这幅
画的诞生过程以及它的意义。

潘鲁生：放置在宴会厅作品的题材很关键，在创意规划之
初就选定了菏泽牡丹。在我国，牡丹素有“国色天香”、“花中之
王”的美称，因其花朵端庄丰盈、色彩美艳富丽，芳香馥郁，雍
容华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富贵吉祥、繁荣兴旺的象征。山东
菏泽自古便有“曹州牡丹甲天下”的美誉，如今作为“中国牡丹
之都”也倍受关注。进入新时代，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全面提升，
围绕牡丹生发的产业已成为菏泽的重要经济支柱，拿起画笔
描绘牡丹、歌颂盛世是菏泽很多画家甚至农民的乐事。在菏泽
巨野，产生了以社区农民为主体、以牡丹为绘事对象的画乡，
描摹牡丹成为人们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要途径，这已成为山
东乃至全国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所以，在策
划方案中，我们就选择了这个有代表性的创作群体，他们也代
表山东乃至全国的广大民间艺术家，能够充分表达对习主席
带领人民走进新时代的感激和喜悦之情、对上合青岛峰会的
真诚祝福。策划方案得到了各方的认可和支持。

《花开盛世》采用传统工笔花鸟画技法绘制，用传统熟
宣、传统技法，进行当代表达。该作品画心宽1550 cm，高
420cm，如此尺幅的工笔花鸟画作品前所未有，加之它所配饰
的位置和预期的功效，已经远远超出人们对常规画作的理解。
再加上创作周期短、创作要求高，必须做到科学规划、保障有
力、流程合理，才能确保这一鸿篇巨制如期完美呈现。

为此，艺术品专家团队积极运筹、认真谋划，根据会期倒
排创作周期表，指定阶段性工作进展目标，长期驻点，协同创
作团队开展工作。菏泽市和巨野县党委政府非常重视，成立专
门的保障机构，拿出足够大的画院空间提供服务保障。当地画
家十分踊跃，有五位高水平主创画家主动放弃接单创收的机
会，全程参加作品创作，还有其他农民画家陆续参与绘制工
作，先后共计25人参加了作品制作。适逢春节，巨野农民画家
在年节里只休息了三天，就继续投入创作。大家集中食宿，互
帮互助，协调一致，集体创作。山东省委宣传部积极协调相关
单位，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家新、设计专班负责人苗登宇亲临
现场指导，工艺美院和省美协为作品创作定制纸张、提供画材
和升降机等，巨野县委、县政府为画家们解决了集中创作、集
体食宿的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勤支持。身为艺术总监，我
主动为创作团队提供样稿，并指导画家反复琢磨方案，不断调
整深化构图，逐步完善局部细节，直至放样正稿，完成了这件
具有历史意义的创作。在作品交付装裱机构上墙后，又针对宴
会厅迎宾空间现场实况，提出修改装饰框线、调适专业照明等
意见和要求。《花开盛世》是五位农民画家主创联袂用心绘制
的精品力作，是歌颂党歌颂祖国的炫彩华章。

记者：壁画《源远流长》由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专家教授设
计创作，反映了“一带一路”主题，别具一格、别开生面，细腻而
凝练地展现了宏阔的历史主题和场景。关于这件璧画作品，有
哪些构思和理念？

潘鲁生：大型公共艺术壁画《源远流长》由“陆上丝绸
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两幅壁画组成，运用丝绸之路经典
意象，从古至今、从陆到海、从中国到丝路邻邦，全景式展
现丝路文明，表现文明在开放中发展、民族在融合中共存的
宏伟图景，诠释了“一带一路”的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
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意义，展示“并肩书写相互尊重的壮丽
诗篇，携手绘就共同发展的美好画卷”美好愿景。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几位教授经过深入的构思酝酿、研讨
和创作的修改与提升，以“线”的语言和造型塑造和描述
“一带一路”的演进历程。其中经过了对文化符号、经典意
象的提炼过程，同时，“线”形本身也与“一带一路”的主
题有深刻的呼应关系，丝绸之丝线、文明历史的时间线、合作
往来的交流路线等等，可以说，艺术语言、视觉语言与文明和
历史的主题都有融通和契合点，其中的内涵带来启示和共鸣。
这也是大学艺术创作中人文精神与情怀的体现。

记者：本次上合峰会的艺术品陈设体现了公共艺术的气
度和格局，您怎么看公共艺术在国家大型主场外交中的作
用？

潘鲁生：大型主场外交的迎宾区、会议区等往往是典型的
公共领域，公共艺术作品与建筑空间尺度、环境氛围协调，而
且更具有开阔的格局，容易成为整体建筑空间的点睛之笔。上
合青岛峰会为山东省乃至中国公共艺术实践提供了一次机
会，比如《国泰民安》、《源远流长》等作品气势恢弘，意象万千，
蔚为壮观，在迎接外国元首时恰如其分地烘托了国家主场外
交的礼仪氛围和格局；而且基于综合公共环境的考虑，《国泰
民安》形成拱卫之势，设计难度很大；《源远流长》的大理石材
料色泽与质地与空间环境匹配等，都是设计师精心构思、创作
的命题。这次创作的大型公共艺术作品，多维而清晰地展示了
中国公共艺术深刻而丰富的当代文化语义、社会内涵、价值取
向，通过中国主场外交，展示了中国审美、中国精神、中国智
慧，发挥了艺术的文化纽带作用。 （摄影/王小珲）


	1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