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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画家沈尧伊创作的一系列以长征为主
题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再次受到关
注，尤其是他从 1994 年开始创作的
代表作——油画 《遵义会议》。画作
全面、真实、深刻地再现了遵义会议
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是革命历史题材
美术创作的经典。

为进一步了解这部作品，我专程
赴京郊宋庄拜访沈先生，就油画《遵

义会议》的创作缘起、构思、表现方
法等向他请教。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
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在红
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
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事实上确
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
位，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
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对于当代画家而言，隔着时间长

河去探求过往的革命史，难免是在一
种模糊的视线中观察、研究与发掘。
历史画创作需要借助史料、历史遗存
等，调动画家的创造性，透过纷繁复
杂的历史现象、事件、人物关系，对
历史进行梳理和发现。

创作《遵义会议》时，沈尧伊的
身份不仅是画家，还要做党史专家。
当时，他所面临的困难不仅是史料匮
乏，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图像资料可供
参考。创作中，沈尧伊既要做到真实
还原，又要在作品中凸显遵义会议在
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还要考
虑作品的审美价值，难度不言而喻。

为此，沈尧伊不断从文献、历史
资料、回忆录中寻找遵义会议的相关
信息。他多次深入遵义地区，拜访老
一辈革命家，进一步熟悉人物形象和
他们的性格特点，还对会议召开时的
室内外环境、家具、用品等一一进行
考证。在此基础上，他绘制了创作草
图，向当时健在的遵义会议与会者求
证、听取意见，厘清了有关遵义会议
的线索，逐渐拼缀起遵义会议的历史
场景。

画家把四路红军长征的行进路线
作为纵向线索，以俯视的角度远距离
观察历史全局；同时以人民心中对长
征的历史记忆为横向线索，在纵横交
错的历史素材中梳理出其中的代表性
人物与事件，深刻理解遵义会议作为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

折点的意义。事实上，沈尧伊创作
《遵义会议》 的初衷，正是要从人民
的视角出发，力图在艺术作品中还原
人民认同的历史真相。

在此过程中，沈尧伊逐渐成了一
位研究长征的专家，聚焦会议召开前
与会者群像的艺术构思也逐渐成形。

以美术作品表现会议场景历来是
画家创作的难点。以正常的透视关系
来表现围坐的参会者，必定会出现部
分人物的背影。最终，20 位参会代
表在油画《遵义会议》中以一种散落
有致的构图呈现，人物形象动态自然
且符合个性特征。

正如艺术家姜维朴在《喜见沈尧
伊油画新作——遵义会议》一文中所
言：“经过缜密研究和艺术构思，把
他们不同的内心世界突出地表现出
来，画家选择了即将开会这样的场
景，就可以使人物之间的关系有更多
变化，人物的神态更活跃起来。”

油画《遵义会议》能够从同时期
大量美术创作中脱颖而出，我认为还
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幅作品所展
现出的高超绘画能力。

对历史画创作者而言，人物造型
的提炼与概括是非常重要的专业素
养。既要追求高层次的审美，又要创
作出符合大众认知的历史人物形象，
就不能只是简单地复制历史图片，而
应凭借画家坚实的造型能力进行艺术
加工与再现。

《遵义会议》 作为经典的“有情
节群像”的作品，在人物形象的处理
上特别注重刻画中国人内敛、含蓄的
个性特征。

为此，沈尧伊刻意回避了一般艺
术作品中表现伟人的概念化姿态。在
访谈过程中，沈尧伊指着 《遵义会
议》中的人物说：“这20个人物的确
定，在历史上是站得住脚的。每个人
物的姿态与形象都不是凭空想象的，
都是经过查阅他们不同时期的照片，
悉心揣摩每个人物的造型特征与个性
神采，最终反复推敲绘制而成。”他
表示，尤其是毛泽东从烟盒取烟的这
个动作，暗含了蓄势待发、“扬眉剑出
鞘”之意，含蓄地表达了毛泽东的领导
地位在遵义会议后得到确立的史实。

此外，《遵义会议》选择“减色法”
来设置画面的色彩基调也是历史画的
一项创新，既还原了遵义会议朴素、
真实的场景，忠实于历史，又烘托出
长征中复杂情势下凝重的历史氛围。

在沈尧伊的 《遵义会议》 之前，
表现遵义会议的美术作品一般都避开
了会议场景这个难题。因此，油画《遵
义会议》不仅填补了中国革命历史画
的一项空白，也为了解中国共产党党
史贡献了一个重要场景的历史画面。

我认识沈尧伊先生已 20 余年，
在他退休后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但每
次见到他，都能在谈笑间深切地感受
到他对革命历史宏大叙事的情怀和责

任感。
从青年时创作 《而今迈步从头

越》《革命理想高于天》，到《地球的
红飘带》《遵义会议》 等大家耳熟能
详的代表性作品问世，今天的沈尧伊
虽然已近 80 高龄，依然笔耕不辍。
每次去沈尧伊的工作室，总能见到他
正在创作巨幅新作。谈及持续几十年
的创作激情，他总是淡淡地说：“我
就是喜欢画画，我也只会画画。”

《遵义会议》 等长征系列作品的
创作历程，向我们展示了沈尧伊一生
做好一件事，用一辈子研究长征、表
现长征的追求。这种创作精神给予今
天的美术创作者深刻的启示。艺术家
创造作品的方式与他们所创造的作品
同样重要，不为潮流所动的定力与坚
守，正是我从沈尧伊的创作中获得的
启示。

拜访沈尧伊先生的那个下午，在
进入他工作室的一瞬间，我就被眼前
一幅他刚刚完成的新作品点亮，视线
始终无法移开。整个下午，或愉快对
谈，或侧耳倾听，我沉浸在他生动讲
述红军长征途中筚路蓝缕、砥砺前行
的历史情景中。我真切感受到了一位
老艺术家身上所散发出的创作热忱与
艺术温度，祝愿他能够继续为国家、
为时代留下更为丰厚的视觉形象和精
神印记。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
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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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遵义会议》以独
特的构图形式，描绘了遵义
会议开始前，20 位参会者
不同神态、内心世界各异的
情景。画面中，每个人物形
象的边缘线都非常深，如刀
刻的痕迹，具有雕塑感。毛
泽东虽然位于画面左侧，但
观者一眼就能看到，他的旁
边站着周恩来，另一边是张
闻天。画面右侧的刘伯承看
向毛泽东的角度，使人物之
间既有呼应，又有动静差
异，整个画面既有变化，又
和谐统一。在周恩来另一
边，博古正拿着文件苦苦思
索，李德则被安排在会场门
的旁边。从人物位置安排来
看，《遵义会议》 看似描绘
的是会议前夕，实则暗含了
会议的结果。画面人物身着
灰色红军装，使得灰色成为
主基调，给人以肃穆而深刻
的印象。

《遵义会议》（油画） 沈尧伊绘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随着风铃声响起，舞台大
幕开启，西北大漠风情扑面而
来，耳畔响起的却是吴侬软语
的“上海声音”。近日，大型
沪剧 《敦煌女儿》 在北京国家
大剧院精彩上演，讲述了敦煌
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守望莫
高窟半个世纪的故事。在两个
多小时的演出中，观众跟随剧
中人物穿越时空，共同走近樊
锦诗致力莫高窟文物修复和保
护的一生，也了解到常书鸿、
段文杰等几代敦煌莫高窟守护
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
故事。

樊锦诗成长于上海，却在
异常艰苦的戈壁大漠敦煌一待
就是半个多世纪。10年前，一
篇关于樊锦诗“甘愿用生命守
护敦煌”的报道深深打动了上
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她决心
将这位“上海女儿”“敦煌女
儿”的故事呈现在沪剧舞台
上。“从田头山歌、本滩、申
曲到沪剧，沪剧的发展始终与
上海这座城市一样海纳百川、
兼容并蓄，在求新求变中与时
代同步、与城市同行。我们希
望通过塑造当代人物反映时代
精神，拓展沪剧的表现空间和
受众群体。”茅善玉说。

从萌生想法到创排，历经
多年、数易其稿，茅善玉先后
带领主创团队 8 次深入敦煌采
风，在边演边改的过程中召开
了10余次专家研讨会，收集了
数百份观众调查问卷，不断打
磨，最终成就了这部“十年磨

一戏”的 《敦煌女儿》。此次
呈现在国家大剧院的 《敦煌女
儿》，与此前相比减掉了一些
旁枝细叶，显得更为酣畅和饱
满。在演出70多场后，身为中
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获得者
的茅善玉与人物也更完美地交
融在一起，表演更为精湛纯熟。

在时空交错的场景中，茅
善玉一个转身便完成了25岁到
80岁的转换，配合舞蹈化的肢
体语言，表演丝丝入扣。她根
据人物不同年龄和情境设计的
唱腔，不仅保留了沪剧的细腻
温婉，还融入京剧、越剧、黄
梅戏、锡剧的唱腔特色，让整
体演唱充满力度，人物表现富
有张力。此外，钱思剑饰演的
彭金章、凌月刚饰演的常书
鸿、吴争光饰演的段文杰的舞
台表演真挚感人，将筑梦敦煌
路上的一个个人物鲜活地立于
舞台。

演出结束后，观众们无不
被深深感染，用一次次雷鸣般
的掌声和热情的欢呼声表达对

“敦煌女儿”及一代代莫高窟
守护者的崇高敬意。有观众表
示，舞台上悬挂的飞天形象勾
勒出敦煌壁画的背景，莫高窟
里的禅定佛形象，呼应了樊锦
诗脚踏实地的坚守，简洁而又
充满诗意，一下子把大家带到
了西北大漠之中，更好地衬托
了“守一不移”的敦煌精神。

“ 《敦煌女儿》 之所以受
到观众认可，是因为一代代敦
煌人从青春到白发，追求理

想、坚持理想，带给我们启示
与 共 鸣 。” 茅 善 玉 说 。 她 介
绍，《敦煌女儿》 近些年来频
频走入高校，在北京大学、复
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
演出多场，收获不少年轻观众
的关注和喜爱，很多学生因看
了这部剧，了解了沪剧、喜欢
上了沪剧。

《敦煌女儿》 不仅让更多
人感受到沪剧的魅力，作品本
身也给沪剧的发展带来积极影
响。“用戏曲表现当代人物是
很难的。在这部戏中，我们对
音乐扩容，加入了一定的舞蹈
化、程式化动作，加强了沪剧
的表现力，发掘了沪剧的更多
可能。”茅善玉表示。

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
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首演，次年
被拍成电影，演员达 3500 多人，观
众数以亿计，不仅创造了大型音乐舞
蹈史诗的奇迹，也成为一代代中国人
挥之不去的集体记忆。57 年后，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致
敬经典·艺术里的红色记忆”系列公
益活动第二场暨首场文化沙龙“话说

《东方红》 ”在国家图书馆艺术中心
举行，当年参加《东方红》演出的李
光羲、林中华、赵青、才旦卓玛、邓
玉华5位老艺术家相聚一堂，以对话
形式分享这部经典巨作创作、排练、演
出过程中的难忘故事，千余名读者参
加活动。

伴随着电影《东方红》中恢弘雄
壮的乐曲响起，5位老艺术家年轻时
的影像轮番登场，瞬间带领大家重回
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亲爱的同志
啊！你可曾记得，在那战火纷飞的黎
明，在那风雪弥漫的夜晚，我们是怎
样地向往啊，向往着胜利的一天！”
1964 年 ， 33 岁 的 林 中 华 在 《东 方
红》 中担任朗诵主持，如今 90 岁的
他依然嗓音洪亮、思路清晰，现场为
观众朗诵了 《东方红》 中的经典诗
句。他清晰地记得当年骑着自行车前
往西苑旅社面试的情景，“我当时准
备了《长征》和《黄河大合唱》两首
诗朗诵，内心非常激动和忐忑。”他
深情地感叹道，“我一辈子只穿过一
套衣服，就是军装；一辈子只做过一
件事，就是用声音歌颂党、歌颂祖国

和人民。”
5 位艺术家中最年长的李光羲已

92 岁高龄，曾在 《东方红》 中演唱
著名抗战歌曲 《松花江上》。他说：

“3000 多人在一起，从排练到演出，
大家都怀着满满的荣誉感、责任感。
这是一次难忘的艺术教育、专业教育
和人品教育。”在 《东方红》 中一展
歌喉的还有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今
年 84 岁的她因演唱 《唱支山歌给党
听》而家喻户晓。为了将自己的心情
分享给大家，她专程从成都飞来北
京。才旦卓玛表示，自己亲身经历了
西藏民主改革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
化。作为少数民族演员代表参演《东
方红》非常荣幸，更加认识到中国共
产党和祖国的伟大。

“五彩云霞空中飘，天上飞来金
丝鸟。”这是 《东方红》 中一首反映
红军和彝族人民鱼水深情的插曲《情
深谊长》，表达了红军到来时彝族同
胞的喜悦心情。这首插曲由歌唱家邓
玉华演唱，她回忆起当时接到试唱任
务后，十分忐忑，担心自己的唱法得
不到观众喜欢，直到得到周恩来的肯
定后才放下心来。这首曲子的领舞、
艺术家赵青今年已 85 岁，当时剧组
要求赵青不仅要跳领舞，还要跳群
舞。她回忆说：“在此之前哪有主演
跳群舞的呢？这就是《东方红》的作
风，就像雷锋所说的‘螺丝钉’精
神。”邓玉华对此也有同感，她说：

“参加《东方红》的演出让我深受教育
和感染，几乎每一场都会感动落泪。”

老艺术家聚首再话《东方红》
曾宪钦

中国电影人要善于把生活中的史
诗性元素转化为富有张力、富有内涵
的电影好故事，用电影化的方式智慧
地讲好故事，创作出高质量的电影作
品，不断实现电影产业发展的提质增
效，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
求，推动中国电影从大国走向强国。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
光评论电影《悬崖之上》时说

与其说水彩画专业的艺术可以在
大美术中得以确认，我更加认同作品
的品格与当代性的表达是隐藏于水彩
艺术家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之中的。
它可能是一种自我精神的表达，也可
能是对水彩专业、方法论及逻辑性的
实验诉求，或是对水彩专业美学价值
的探寻，它是内在的、丰富的，告诫
我们中国水彩专业教育不止于“水彩”，
当有更深远的意义。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
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陈坚谈中国“学
院水彩”的品格

评书看似是很简单的艺术，一个
人表演，道具不多，但绝不能简单化
理解。千万不能把说书简单化理解为
只要有张嘴、有个好使的脑子、能背
词儿、把故事掰扯明白了，就能混饭
吃。说书难就难在你要说活，一个人
说得要像电视剧一样。所以说，评书
是营造想象的表演体系。这种虚拟表
演，就是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出无限
的故事来。

——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田连元谈评书
艺术

“意义的深度”是衡量作品美学价
值高下的一个尺度，也是有可能成为

“经典”的价值基础。“深度”意味着
一种生产性的意义，它全然不同于意
义消费，或只有消费性意义。“红色经
典”要以文艺力量为大众的精神消费
注入阳刚因素，使大众在精神蕴含和
精神力量上有新的拓展与成长。

——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范玉刚
谈“红色文艺经典”的现代性内涵

（邹金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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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女儿》舞台照 上海沪剧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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