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历 史 川 流 不 息 ，精 神 代 代 相
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余年来，
革命历史题材一直吸引着广大美术
家的创作热情，出现了许多在主题表
达、精神传递、情境叙事和艺术表现
方面都比较优秀的作品。今天，我们
回望内蒙古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
作，更能深刻理解其历史内涵与时代
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广大美术
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以极大的热情
投入创作，完成了一些歌颂中国共产
党、歌颂人民领袖，表现中国共产党
领导内蒙古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斗争
的优秀历史画，为弘扬光荣传统、赓
续红色血脉，为内蒙古的社会主义建
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60年代初，内蒙古首次组织美术
家专题创作内蒙古革命史作品，美术
家们重温红色历史，还原历史情境，
完成了最早一批表现内蒙古革命史
的作品，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官布油画
《革命洪浪漫草原》、乌力吉图油画
《百灵庙兵变》、金高油画《毛主席在
延安接见蒙古族青年》、妥木斯油画
《送情报》等。70年代，比较重要的革
命历史题材作品有妥木斯油画《中朝
联军抗倭》《押日本战俘回大青山》、
郝存祥中国画《任重道远》《语重心
长》等。《押日本战俘回大青山》充分
发挥油画色彩的表现力，通过逆光的
描绘很好地处理了人物与环境的关
系，营造了冬季雪天的萧杀氛围，为
表达主题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76
年以后，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新一轮革
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高潮，其内容

主要是表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的丰功伟绩和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
史。内蒙古美术家创作了一批表现
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地区开展革命
斗争的作品，及至新世纪初，涌现出
不少优秀作品。官布油画《黎明》表
现新中国诞生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军队深入草原深处开展革命工作
的情景。画面人物众多，构图饱满，
较好地处理了众多人物和马匹之间
的层次关系以及晨曦中的氛围，为烘
托主题起到了积极作用。整个作品
充溢着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气息；
妥木斯油画《王若飞和三毛》采取在
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的方法，描
绘了狱中的王若飞坚贞不屈的崇高
形象。画面前景的栅栏、冷灰的色
调，都很好地表现了监狱的特定环
境，两个人物的动态和形象刻画具有
典型性，是一件十分成功的革命历史
题材肖像作品；王延青油画《茫茫雪
原》通过典型情节的设置和描绘，表
现解放战争时期，在茫茫雪原上一对
年轻革命者分别时的情景。画面通
过一个充满人性光辉的瞬间，表现了
老一辈革命者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
高精神。作品主题突出，构图别致，
人物塑造结实有力、典型生动，冷灰
的色调很好地营造了冬季草原的浓
郁氛围，把读者带入到那个艰苦卓绝
的革命战争年代；蔡树本油画《大青
山游击队》描绘一个深秋季节，大青
山抗日游击队在帐篷前休息开会的
情景，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生
动的人物塑造和浓郁的色彩很好地
表达了主题；思沁中国画《关怀》和孟

喜元中国画《心向延安》表现的是同
一题材，两件作品都从正面表现三位
领导人在延安窑洞前会见革命青年，
而且都采取写意的形式语言，画风朴
实，人物塑造真实可信，洋溢着一种
积极乐观的情愫。孟喜元的另一件
中国画《青山情》表现大青山抗日群
众给八路军送情报的情景。画面人
物塑造真实生动，笔墨酣畅淋漓，也
是一件比较成功的作品。此外，妥木
斯油画《奔向延安》《送别延安》、乌力
吉图油画《亲人》、文浩雕塑《王若
飞》、金中全与熊一然版画《王若飞》
等也是比较成功的作品。

2013 年，在内蒙古“重大历史文
化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也涌现出
许多比较优秀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
燕杰油画《大青山烽火》是表现大青
山抗日游击队的作品。作者描绘了
游击队员在大青山深处入党宣誓的
场景。晨曦中的画面庄严肃穆、云雾
缭绕，具有真实的历史感；董从民油
画《百灵庙起义》运用冷暖色的对比，
暖色的战火从建筑门洞照入画面中
央，与夜色中的环境形成冷暖反差，
构思独特，主题表达准确，人物塑造
生动朴实、真实可信；侯德油画《五一
大会》令人信服地再现了标志着内蒙
古自治区成立的 1947 年召开的“五
一大会”的情景。作者选择了一个室
内中景来表达主题，让观众有身临其
境之感。早晨的阳光照入室内，为塑
造人物提供了独特的光源，也暗示着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的曙光，很好地烘
托了主题。作品人物塑造十分成功，
形象各具特征且真实可信，动作设计
富有个性且坚定有力，精神气质的表
现准确传神；胡日查与乌吉斯古楞油
画《独贵龙运动》采用点光源的形式
构成画面，营造了浓郁的神秘气息。
微弱的火光下，人物形象个性鲜明，
一双双眼神坚定有力；王济达等雕塑
《李裕智就义》表现蒙古族第一代共
产党人李裕智为理想信念英勇献身
的形象。作品通过大的体块干脆利
落地塑造人物，造型整体概括，强调
动势和气势，将人物的性格特征、坚
定信念和视死如归的精神表现得恰
到好处。此外，易晶油画《绥远和平
解放》、张鹏与程刚油画《黑山阻击
战》、张建国等油画《五原誓师》、张可
扬等油画《草原儿女支援抗美援朝》、
金敏与何锡彭油画《郭道甫与蒙旗师
范》也是比较优秀的作品。

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广大美
术家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
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引，创作了许多
思想性、主题性和艺术性俱佳的革命
历史题材美术作品。2021年，为庆祝

建党一百周年，历时两年的“红色百年
内蒙古——系列油画、雕塑创作工程”
更是内蒙古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
一次重大举动，产生了许多讴歌党、讴
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优秀之
作。这些作品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
创作思想、艺术表达上都有新的突破，
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侯德等的油画
《斗争》表现中共察哈尔工委组织农民
开展武装斗争的场景。作品人物众
多，形象塑造朴实生动、个性鲜明。在
色彩处理上独具匠心，暗夜深色的背
景笼罩画面，点点火把和几面旗帜划
破夜空，预示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很
好地表达了主题；崔雪冬油画《为了胜
利》采取强烈的色彩对比、动荡的画面
结构，很好地营造了激烈的战争场面，
表现了革命战士浴血奋战、不怕牺牲
的精神；黄兴国与陈冲雕塑《京绥大罢
工》运用写实的雕塑语言，塑造了个性
鲜明的铁路工人群体形象。结实生动
的形体塑造，遒劲有力的刀法刻画，很
好地表现了主人公饱经沧桑却又坚定
有力的身躯，传递出一种信念坚定、英
勇不屈的精神气质，形象地表现了作
品的主题和精神内涵。其他比较优秀
的作品还有张可扬等的油画《寒春阳
早》《蜈蚣坝伏击战》、易晶油画《中共
西蒙工委到草原》、张延昭与白雪油画
《亲人来了》，李振国、汪洋、张延昭油
画《芦河阻击战》、董险峰油画《为了胜
利》、张项军油画《艰苦卓绝》、谢建德
油画《阿拉善和平解放》，砂金、徐一斓
油画《荣耀》，张洪亮、肖媛油画《走中
国共产党指引的道路》、石村雕塑《王
若飞在狱中》、于洋雕塑《星星之火》、
赵憨雕塑《追随》、李昊泽雕塑《乌兰夫
赴延安》、陈栓柱雕塑《铁骑雄风》等。

“红色百年内蒙古——系列油画、雕塑
创作工程”的完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
义和现实意义，它有力地配合了正在
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和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学习教育，产生了很好的
社会效益。

总之，每一件优秀的革命历史题
材作品，都是对红色史诗的重温，每
一次重温，都是为了最初的梦想。这
些优秀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作品，蕴
含着历久弥新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
值，为今天的主题性美术创作积累了
宝贵经验与重要启示。对于新时代
的美术工作者而言，既要继承优良传
统，也要推陈出新、守正创新，“处理
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革命现实与
诗意表达、情节叙事与艺术本体的关
系”，创作出更多既真实可信，又具有
温度、力度、深度和精神感召力的革
命历史题材佳作，无愧于时代赋予美
术工作者的光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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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安宁的散文，她
的文字里满含生活的味
道。她的作品紧扣时代
脉搏，将现实生活与个人
体验融为一体，自然、生
动地展现出一个生机勃
勃的烟火人间，构成了一
种文学与生活的隐喻，在
返观与外照间，引导我们
认识自己，收获一种更有
趣味的生活经验和人生
启示。

在散文《沧海一粟》
中，安宁行走在呼伦贝
尔雪原上，马、奶牛、狐
狸在活动，骆驼在雪地
上负重前行，人、牧民庭
院中的狗以及正在抢食
的小鸟……安宁以平静、
恬淡的心境，感受苍茫大
地上的万千生灵。她通
过《沧海一粟》想要传达
的是，世间有你、有我，才
叫众生。所谓众生平等，
即离开了谁，都是不圆满
的世间。人之为人，当何
以对待自然万物？自然
原本由万物组成，人不过
是自然之子、渺小的存
在，切不可自视高大，为
了一己私利破坏了这孕
育万物的辽阔大地。人
应该摆正自已的位置，敬
畏自然，行有所止，珍爱
生命，与自然万物和谐共
生。安宁的散文呼唤人
性中美好善良的回归。
当我们欣赏安宁从生活
中挖掘出来的文字时，便
可以直观自身，产生强烈
的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提
高的意识。

当人的精神一旦进入到体验状态中，那么
文学与生活就有了撞击的可能，平日很不起眼
的东西也会闪现出诗意的火花。正如英国诗
人柯勒律所说：“给日常的事物以新奇的魅力，
通过唤起人们对习惯的麻木性的注意，引导他
去观察眼前世界的美丽和惊人的事物，以激起
一种美丽超自然的感觉。”

金银木是我们常见的落叶性小乔木，当它
在雪后的北京，呈现满树浓烈的红时，作家的
注意力转入到体验的状态。此时，金银木超越
普通物而成为具有诗性意义的审美物——似
冬天里的一把火，给作家以无限的温情与激
情。《一株金银木点燃了冬天》是安宁对蕴藏在
生活中的自然美的发掘与摄取，它让我们在感
知自然伟力的同时，不由想学习金银木不张扬
也不卑怯的个性，内生克服生活困难的勇气和
力求上进的动力，争取活出精彩的自己，迎来
一个美好的明天。

《住在黄昏的客栈》是安宁亲近自然生活、
享受自然生活的一次叙述。它意在告诉我们，
偶尔拋开城市喧嚣的生活、工作的压力，放松
身心，回归自然，生活将别有一番风趣和收获。

以上作品，无论是托物言志，亦或是境由
心造，都让我们感受到不同环境地域下，人与
自然万物和谐共存的生命状态。我们从中感
受到了城市的魅力、乡村客栈的风情，感受到
了诗意栖息之地的丰富多彩，感受到了一种向
上的精神力量。

安宁的散文，看似从日常点滴出发，抵达
的却是我们的灵魂深处，字里行间折射出对
生命本相的凝视。她的作品，真实客观地描
摹现实生活，还生活以本来面貌，少世俗观念
的束缚，不掺杂功利的考虑，有的只是生命本
性本能的自然流露，是大胆、率直、淳朴性情
的体现。

无论是《乌金巷的理发师》，还是《牧歌》，
表现的都是活生生的人间悲欢。前者写了一
个在城市生活 20年、因为善良屡遭人骗勉强
过活的女性，关键时候想帮助患重病的弟弟却
囊中羞涩的故事。无奈中，她不得不以无为的
心态去打理人生；后者写了一个身患绝症、来
日无多的小女孩，对自己的病情一无所知的情
形下，只是快乐无忧地生活着。她活得如此认
真，散发着鲜活的生命的热和力。

在领略这一个个悲凉凄美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的心灵得到了陶冶和净化，无由地令我们
对生命、存在生出哲性思考。安宁笔下的人物
其实都是生命的象征，她的散文讲述的是灵魂
的故事，对生命、存在的隐喻，构成了安宁散文

重要的精神向度。
行走大地，安宁记录下

一幕幕现实场景，充满人间
烟火气，充满人性的温度，使
我们的“日常”有了别样的味
道和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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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强的《书画艺术评论集》由山西人民出
版社出版发行。这部书画艺术评论集的问世，
带给艺术界不同凡响的气象。

《书画艺术评论集》分为“梅”《文心清影》、
“兰”《后土自在》、“竹”《积健为雄》、“菊”《心
韵变奏》四部分，并分四册印刷发行。

曾强多年潜心书画艺术研究、评论，积累
了丰厚的艺术经验，加之不懈的追求和学习，
凭借自身的艺术品鉴力和艺术思考力，以及对
美学、哲学、社会学的融汇所得的给养和力量，
在这部评论集中得以体现。

对艺术的关照正是他艺术情怀的体现。
他不仅在各种艺术层面深耕细耘，提升艺术思
考加强艺术实践，更能在艺术领域去给予关切
和关怀。他不断精研各艺术门类的艺术文化，
从艺术精神到艺术肌理进行深入浅出的研判，
从艺术理论到艺术发挥进行准确客观的评论，
这是难能可贵的，更是对艺术的挚爱。

艺术评判与欣赏呈现多维度，能做到好好
说心里话，是不容易的事。曾强对艺术的评判
是那样的用心，不谋求迎合，对名家不谄媚，对
新人不颐指气使，一切对错都建立在自己对艺
术客观的认知之上，不空穴来风，不无中生有，
不故弄玄虚。他秉持传统守正的继承、支持创
新突破的发展，对书画艺术风格、艺术特点能
够用明快的文学语言加以阐释，其中有理论支
撑，有观点再现，有褒扬和直指。

曾强的评论能够做到艺术逼视、灵魂拷问。
一件作品，不单是艺术的两维，更应该加

入文化元素，才能使艺术品呈现从平面到立体
多维的价值。这种价值一旦呈现，之中的美学
光芒便无法隐藏，好比衣袋里的锥子，那种锋
锐就是艺术的光火。

曾强的《书画艺术评论集》有格局、有容
量。他进行了这样的处理，每一篇评论之前，
都对被评说的艺术家作以简介，附有近照，并
选取艺术家的艺术作品。这样做的结果是，读
者可以全方位了解艺术家的艺术实践史、艺术
基础史和艺术创作史，并且可以对照作品研读
他的评论文章，最是有的放矢。这无疑，在时
空维度、容量上就有了大的开阖与纵深，也是
他文集出版的用心用情所在。

没有一股脑把所有的评论文字全部选入
文丛，而是优中选优、好中选优，这是曾强的艺
术用心、文化用心、善意用心。

在评年轻画家王历平的画作时，曾强用
“心画”落点，“心画一个人的精神时代”，这个
定义圆融也深刻，给读者无限想象。对照画家
黑白色彩的作品，再读“王历平的某些绘画似
乎还晃荡着十分遥远的岩画时代的影子”这种
评价，给人一个新时代电脑人的艺术形象，她
的画作在读者脑海里也形成了一种
编演。“笔虽过丰，而结体遒紧，有清
臣（颜真卿）诚悬（柳公权）之风”“赵
福柱的意向画，不是文人的招摇和
显摆，而更像是一种对尘世对人生
的救赎和超度”“当然张秀峰的画，
也许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

从艺术内核的角度，从绘画即写心的角度，或
从整个画坛画风来关照对比，可以肯定，她就
是一位真正的画家，她的画直照艺术本真”。

这部评论集还涉及到雕塑艺术家作品的
评论，曾强在《李正志雕塑素心·净界》一文中
这样写：“这需要境界，需要静界，更需要净
界。静则灵，灵则慧。”这样准确精致的落笔，
错落地运用在文集里有很多处，这些文字的解
读通彻，是书画艺术与文学艺术语境圆融的统
一与再造。

这部评论集在“梅兰竹菊”四册分辑上，从
不同类别书画家的特质入笔，一一解析各类书
画作品艺术的特征，不仅从书画理论进行剖
析，还从文化析出进行征问，从作品的浮表直
抵作品的精神、专业、文化内核，找出共性的存
在，寻求书画性格的表达。

曾强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不仅是
文学人，也是书画人，还是评论人，他曾荣获两
个年度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评论“年度达人”
称号。故而能以行家的眼光审视、用作家的语
言阐述、用批评家的审读进行知行合一、格物
致知的表达。

在《冯骥才绘画——心光灿然》
一文中他写到：“有了阳光，才能天
青地净，才能月朗星稀，才能风调雨
顺，而我们才能感到明媚、温暖和最
真切，最充实的希望”。在作者的笔
下，冯骥才的文学作品，也是一幅幅
精美的画作，都具有极其珍贵的价

值。冯骥才为了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化艺术，绝
然扔下自己心爱的文学和绘画，慨然投入。曾
强认为，这就是一个文化人、一个学者对社会
的良知和义无反顾的选择。

《贾平凹书画——后土自在》一文开篇指
出，贾先生的书画，很粗，很糙，继而揭示这种

“粗糙”风格内“美”的存在，指出美自有其存在
的道理，丑同样有现实的必要。

曾强在《邓福星书画——文心清影》一文
中指出，学养，学养，那些缺少积学的书画作
品，总叫人觉得单薄、孱弱、轻滑、肤浅，得失失
衡、失调，邓福星笔下的荷、梅、行草、大篆……
饱满清丽，具有了世俗皆爱的唯美格调。阐释
文化在艺术行为中的重要性，给只会单纯书画
的人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详读这部评论集，突出的感受是对曾强文
艺精神的思考、艺术情怀与关照的敬佩。

文艺精神思考与艺术情怀关照的完美结合
——读《书画艺术评论集》

◎温智慧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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