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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溯到 1953年 5月，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
在中南海怀仁堂审阅一批将赴海外展览的美术作
品，看到董希文的 《开国大典》 后，高兴地说：

“是大国，是中国。”“我们自己的画拿到国际间
去，别人是比不过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
族形式。”

这是油画 《开国大典》 所受到的当之无愧的
赞誉。画作展现了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毛泽
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一
幅纪念碑般的作品。画面上，黄灿灿的菊花，红通
通的灯笼，人们脸上庄重而喜悦的神情，湛蓝而开
阔的天空，广场上飘舞的旗帜，还有满怀期待的
人民群众。《开国大典》 以恢弘的视野、明丽的色
彩，民族化的语言和形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团
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新中国庄严和谐的形象，
表达了人民喜悦激动的心情，成为中华民族站起
来的见证。

《开国大典》 是 1951 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30周年而创作的作品。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亟待
有新的艺术语言和形式展现新中国风貌。当时，中
国传统绘画难以表达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而苏联
式的油画绘画语言又难以展现中国风度和气派。接
到任务的中央美术学院经过研究，将这副重担落到
当时只有37岁的年轻教师董希文身上。

董希文曾在苏州美专、杭州艺专、上海美专三
所艺术院校学习，对西方古典油画和现代派作品稔
熟于心。出于对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热爱，他又曾
致信常书鸿先生，在1943到1946年，用3年时间在
敦煌全力临摹研习壁画，对于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
传统绘画，特别是壁画的艺术表现方法有了深入的
体会和感悟。董希文还亲历了天安门广场上开国大
典那激情澎湃的一刻，充满了表达和创作的热情。
正是这种对中西艺术的研习与掌握，对新中国的热

爱，以及时代赋予每个人蓬勃向上的朝气与创造
力，让画家有了更为大胆且具有突破性的实验和设
想，成就了 《开国大典》 融汇中西又凸显民族气
派、民族审美的独特风格。

《开国大典》首先是一幅油画，建立在西方素描
和造型的写实基础上，人物塑造准确，建筑、场景
以及广场人群都有强烈的现实感，这符合重大历史
题材的纪念性绘画的诉求。作品更将现实做了艺术
化的提升，并将中华民族传统绘画技巧和审美融入
创作中：在构图上，董希文采取了从天安门城楼向
南看的角度，将天安门城楼、国家领导人、广场群
众以及广阔的蓝天纳入同一画面，突出了“大团
圆”式的节日气氛；为了让视野看得更远，画家突
破西方油画焦点透视的写实原则，参考中国传统绘
画散点透视的灵活手法，远近虚实结合，使广场和
天空无限延展开来；人物形象更为单纯化，舍弃了
琐细的细节描绘，集中表现国家领导人的精神、风
貌和特点；以中国人喜爱的红、黄、蓝作为主色
调，压低明暗强度与冷热对照，突出色彩本色的对
比；减弱光源造成的阴影，放弃西方油画厚涂堆积
的手法，控制过于写实的体积感，凸显画面的装饰
性和平面效果。

这些源于中国画传统而又巧妙应用的手法，让
作品有了喜庆而明朗、庄严而稳定的效果，更加具
有象征意义。为了画面的整体性表达，董希文还做
了更为大胆的尝试，他在画中去掉了天安门城楼上
原有的毛主席身边的一根柱子，使视线不再被遮
挡。建筑学家梁思成评价说：“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
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在
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

有西方油画的造型基础，有中国绘画技法的
传承和创新，有艺术化的对现实的改造和提升。
董希文开拓性的创作，也得到了徐悲鸿、艾中
信、江丰、吴作人等艺术家的支持和肯定；1952
年作品完成后，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览保
存；1953 年 9 月 27 日，《人民日报》 头版刊登了画
作 《开国大典》，受到广泛关注；同年，董希文在

《新观察》 发表了 《油画<开国大典>的创作经验》
等文章，逐步阐述了在油画创作上学习应用民族
绘画技巧的经验。

《开国大典》的成功，为油画民族风格、民族形

式的尝试和探索，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上世纪50
年代，艺术界对于中国传统绘画总体持批评态度，
而董希文却提倡兼容并蓄，从以敦煌为代表的民族
绘画中汲取丰富的艺术源泉，应用到现实主义重大
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中。没有开阔的艺术视野和胸
怀，没有深刻的民族文化自信，就没有民族艺术的
改造和提升以及中西艺术的融会贯通。《开国大典》
是董希文在20世纪50年代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的探索和尝试，对于今天的我们，
更有着启发的意义和作用。

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油画《开
国大典》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我曾前去观摩：
近看灯笼红纱映着的光线，地毯毛绒蓬松的质感，
琉璃瓦的闪光，汉白玉栏杆由于年代久远而微微泛
黄，如此细腻而生动；远望天空透明澄净，风和日
丽，方队整齐，旗帜飘舞，整幅画面庄重大气，热
烈明朗。从细节到整体，作品都典雅和谐，一派泱
泱大国气度。

时隔多年，我依然能够感受到董希文先生心中
的那份庄严和神圣。他同那个时代的人一样，对新
中国爱得深沉，爱得热烈，爱得真挚。油画 《开国
大典》 是唱给新中国的一曲赞歌，是人民对祖国的
无尽祝福。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

油画《开国大典》

一曲新中国的赞歌
刘 辉

“林下风雅——故宫博物院
藏 历 代 人 物 画 特 展 （第 二
期） ”近日在故宫博物院文华
殿书画馆展出，《采薇图》《听
琴图》 等名画亮相，吸引了众
多书画爱好者。

人物画是描写人物形象与
活动的传统中国画画科之一，
因其对现实生活的再现，受到
人们重视。大量优秀作品流传
至今，成为了解和探究古人思
想 情 趣 、 生 活 状 态 的 重 要 史
料 。 为 弘 扬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推动人物画研究，故宫博
物院从今年起举办4期“故宫博
物院藏历代人物画特展”系列
展览。此次“林下风雅——故
宫 博 物 院 藏 历 代 人 物 画 特 展

（第二期） ”从院藏人物画中选
取 76 件兼具艺术性和历史价值
的珍贵画作进行展示。

“林下风雅”指的是幽居林
泉的高士及其轶事、雅趣。画
史上通常将描绘这类题材的作
品归为人物故事画，亦统称为

“高士图”。此次展览中，可以
看到伯夷叔齐、伯牙子期、商
山“四皓”等历史上有名的高
士故事以画作的形式呈现。

南宋李唐 《采薇图》 卷以 《吕氏春秋·诚廉》《史
记·伯夷列传》等文献中记载的“首阳高隐”故事为主
题。图中描绘伯夷、叔齐二人在林泉间席地对语，旁
置篮筐、锄头。他们粗服草履，面容清癯却目光坚
毅。人物面部形象生动，线条柔和，设色清淡，衣纹
简劲灵动。树石则用笔粗率苍劲，墨汁淋漓，衬托出
人物桀骜不羁的个性，堪称南宋初年人物画杰作。

伯牙鼓琴、高山流水是历代画家表现知音相惜的
经典画题。元代画家王振鹏的 《伯牙鼓琴图》 卷，以
白描法绘伯牙、子期对坐石上，另有童子3人手捧书籍
等物侍立。伯牙长髯秀目，袒胸赤膊，专注弹琴。子
期翘足侧坐，双手交叉于膝头，屏气凝神。画面构图
简洁，除一几一炉外无任何装饰，更能突出主题。人
物形象清俊儒雅，眉目传神。线描刚柔兼济，如行云
流水，婉转流畅。作者突破了白描法单调的程式，在
单勾之外间以淡墨渲染，寓清秀于朴拙，使笔墨层次
更为丰满，体现了高妙的艺术水平和文人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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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薇图 （局部） 李唐 杜建坡摄

▲ 开国大典 （油画） 董希文 （靳尚谊、赵域、闫振铎、叶武林复制）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本报电 （记者赖睿） 非洲大草原上和谐
共处的长颈鹿、羚羊、斑马，努力攀爬树干的大
熊猫，芦苇荡里享受静谧时光的天鹅……画
家方楚雄笔下的动物可爱生动，充满了人文情
怀。日前，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美术馆
等主办的“天地生灵——方楚雄的艺术世
界”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展览共展出方楚雄
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手稿等120多件，体现
了艺术家在花鸟画方面的探索与思考。方楚
雄是当代画坛知名花鸟画家、美术教育家。
他以中国文化传统为基础，在突围传统笔墨
范式的实践中，不断挖掘平凡景物的美。在
他的作品中，幽暗的溪涧、静谧的庭院、斑
驳的古井，都洋溢着动人的意趣。

本报电 （闻逸） 日前，由北京靳尚谊艺
术基金会与中国油画学会共同主办“艺术与
自然——意大利考察创作汇报展”在北京隆
福文化中心举行。本次展览是对北京靳尚谊
艺术基金会“2019 意大利写生及学术交流项
目”成果的总结与汇报，集中展示了 11位艺
术家创作的87件作品。

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的贺羽是项目参与
艺术家之一。他表示，通过这次写生考察，
对油画艺术产生了新的理解，写生与创作不
能截然分开，当写生在审美特殊性达到一定
程度后，就可以实现与创作的融通。

“艺术与自然”展在京举行“艺术与自然”展在京举行

▲ 科莫湖的晴 （油画） 贺羽

国画大师李可染的艺术，多年来不断展出，依然常
看常新，深受观众喜爱。日前，由中国美术馆和李可染
画院共同主办的“中国美术馆学术邀请系列展：河山有
君——李可染艺术精品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以 70余
幅佳作，带领观众走进李可染的艺术世界。

展览分为山水、人物、牧牛、书法4个篇章，其中既
有大家熟悉的代表作，如 《井冈山主峰图》《巫峡帆影》

《杏花春雨江南》 等，也有不常展出和首次亮相的作品，
如《九牛图》《对琴图》等，代表了李可染从上世纪40年
代至80年代跨越40年的创作历程。

在群峰绵延、山高水长的中国画史上，李可染以其
重、厚、苍、润、朴、浑的大气象，开创新的审美境
界。李可染是 20世纪中国山水画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
之一，他通中西艺术之理，并融于实践中，他以江山入
画，开画坛新风。那句著名的“为祖国山河立传”，正体

现了李可染推动中国山水画发展的抱负。
如果说李可染笔下的祖国山水雄伟宏大，那么他笔

下的人物画和牧牛题材作品，则表现出另一番景象。在
本次展览中，观众不仅可以欣赏到“李家山水”的代表
作品，还可以看到以轻松的笔墨“戏画”轻松的人、轻
松的事，表现李可染幽默诙谐性格的人物画，还有表达
慈父之爱、寄托诗思文趣，并熔铸了实验笔墨的牧牛
图，以及一“笔”不苟、有条不紊的铅笔素描和字如其
人的书法。

作为本次展览的策展人，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介
绍说，中国美术馆藏有李可染书画作品 20 件，件件珍
宝，常常在中国美术馆“典藏活化”系列展中与观众见
面。他表示，李可染的作品，充分显示了其天生的禀
赋、厚积的学养、开阔的视野及其对时代精神的敏锐，
对生活的温情。

走进李可染的艺术世界

本报记者 赖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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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楚雄作品礼赞天地生灵

▲1953 年 9 月 27 日的《人民日
报》头版刊登了油画《开国大典》

（图片来自：人民数据）

■ 经典回放

油画 《开国大典》 展现的场景是 1949
年 10 月 1 日的天安门城楼。五根红色大柱
排列在左边，画家大胆去掉了右边的一根
柱子，使画面中心有了充足的表现空间。
画面喜庆气氛是由地毯、红柱、灯笼和广
场上的红旗的红色基调所形成的。在城楼
上，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油画由董希文创
作于 1953 年，靳尚谊与赵域于 1972 年临
摹、闫振铎和叶武林于1979年修改完成。

■ 艺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