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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中国美术馆的三楼，呈现《水浒传》人
物鲁智深十个精彩故事的连环画作品《鲁智深》
悬挂在白色墙面上，吸引了不少观众细细观赏。

有趣的是，和传统的粗犷彪悍的花和尚
形象不同，这十张连环画中的鲁智深，具有
现代气息的“萌憨”感，诙谐幽默的样子让这
位水浒英雄距离我们更近了。

这幅作品，是中国美术学院教师洪万里
近年在探索用漫画趣味造型与中国画表现形
式相结合进行连环画创作的过程中，产出的
风格较为成熟的作品。它的诞生，离不开洪
万里在中国画和漫画世界受到的双重陶冶。

“我在学生时期系统地学习了‘浙派’的
绘画样式和笔墨技法，后来我在教学中大量
接触动漫专业的师生，所以我尝试着走出国
画创作的舒适圈，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进
修，熟悉动漫的编创过程和教学模式。”洪万
里告诉记者。

中国画的传统，赋予了《鲁智深》文人画
的高雅古朴气质。如《小霸王误入销金帐》
中，洪万里借鉴了明清时期黑白木刻插图的
结构，画面右侧有两人在门后偷听，这一幕在
中国古代小说的绣像本里十分常见。如果仔
细观察十幅画，能够发现，线条带有明代陈洪
绶的“圆润稚拙”之感，这种婉转的线条风格
同样塑造着鲁智深的可爱。此外，十幅作品
都采用了中国画中的散点透视法和工笔重彩
的表现手法，来塑造画面中人物的衣着等。

与此同时，洪万里将漫画趣味元素融入
人物造型和动态的设计中。在《鲁智深剃度
文殊院》中，智真长老力排众议剃度鲁达，成
了和尚的鲁智深对着师父露出了娇羞调皮
的表情，方丈身后的一众僧人则各个“心怀
鬼胎”，或怒目而视，或事不关己，或好奇围
观，或满脸无语，或呈懊恼状，可谓趣味十

足。“我喜欢把人物画得活泼，这些小表情、
小情绪和小动作，是漫画趣味造型的关键，
也是当代人的松弛和幽默的体现。如果毕
业后还从事中国人物画的学习和创作，我可
能还画不出这种风格。”鲁智深的性格与故
事，给了洪万里发挥的充足空间。

这几年来，在中国美术学院进行连环画
创作教学的同时，洪万里在大量的约稿创作
中，进行各种创作形式的实践，黑白素描、写
实风格等，他都尝试过。也是在这个过程
中，他渐渐找到了自己的艺术风格。《鲁智
深》正是在辽宁美术出版社向他约稿的《中
国画里说水浒》中诞生的。

“这件作品的形成除了和我的从艺经历
有密切关系，也离不开‘浙派精神’对我艺术
观念的影响。”洪万里说。“浙派”绘画重视笔
墨和创造精神，主张画家应充分体会古代文
人的精神世界，感受中国传统的审美价值
观，从而继承文人画传统及文人趣味。对待
人物画先贤，则倡导继承传统、博采众长，再
形成自己的风格。

因此，洪万里认为，在绘画创作中无须
刻意追求所谓“新”“异”，关键在于继承传统
绘画精髓，把握时代艺术精神，让自身的精
神世界蕴藏于画卷之中。

许江认为，连环画《鲁智深》用一种近乎漫
画式的夸张的、诙谐的艺术语言和人物造型，
实现了对水浒故事具有时代气息的叙事表达。

在今后的艺术创作道路上，洪万里还将植
根于绘画传统技法，继续推动连环画表现形式
结合漫画趣味表达，向大尺幅、大容量画面形
式转变。他的下一个计划是根据《武林坊巷
志》等典籍，用大架构长卷的形式绘出南宋临
安街巷的市井风情。“扩展作品的画幅与内容
体量，是我需要不断努力的方向。”洪万里说。

与时俱进 创新漫画趣味

我以我笔绘时代
——“中国美术奖”浙江金奖作品的背后

本报记者 李娇俨 通讯员 刘 杨 祝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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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中国美术馆 1 号圆厅，红色幕墙的映衬下，油画《山河
颂》似乎带我们穿越历史，重新回到中国美术史上最大的纸本山
水画《江山如此多娇》的诞生现场——

画笔勾勒出高山大岭、白雪皑皑、旭日东山，站在椅子上正
绘制画作的傅抱石突然停下的笔，侧耳倾听双手拿着资料的关
山月说话，他似乎在问对方：“刚刚那一笔怎么样？”

中国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许江
评价，《山河颂》以浓郁的色调再现傅抱石先生、关山月先生图画

《江山如此多娇》的场景，真实描绘了近代文化史的珍贵一幕。
创作者吕鹏是中国美术学院专业基础教学部教师，他的工

作室就在象山校区附近，一进门，就看到挂在墙上的缩略版《江
山如此多娇》。

“多年前，当我在江西师大美术学院求学时，每天一进教学
大楼，就能看到傅抱石先生的雕塑。后来我还拿过傅先生的后
人傅益瑶女士设立的傅抱石奖学金，更不用提在江西画圈里经
常听闻他的创作往事。”吕鹏说。

2023 年 2 月，浙江召开第十四届全国美展创作动员会，吹
响了全省美术界备战的“集结号”，中国美院也相继召开迎战全
国美展创作动员会。因为之前的多重渊源，吕鹏在参与备战全
国美展时将目光锁定在为庆祝新中国建立十周年而创作的、具
有相当历史分量的《江山如此多娇》上。

实际上，在主题性创作的道路上，吕鹏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摸
索。2017年，身为青年教师的吕鹏被选拔到在中国美术学院举办
的文旅部主题性绘画创研班学习。2021年，他又考入“第二届全
山石油画高级创研班”，继续在主题性创作领域深耕。

《山河颂》是吕鹏从全山石油画高级创研班毕业后的第一幅
重要作品，也是他对两年深入学习的一次总结，那就是通过高度
提炼创作出具有强烈感染力的画面。

在搜集完相关的文字和图片资料后，吕鹏开始了创作中的
关键一步：确定画面的结构。问题接踵而至，人物与画面的关系
怎样才能更凸显主题？如何在巨幅画作前让人物成为最吸睛的
主体？是否应该以群像表现画面？

吕鹏打开自己的平板电脑，里面是上百张《江山如此多娇》
的草图，有的画面结构与成品完全不同，有的则展现了他在多个
细微处不断调整的过程。

比如为了突出《江山如此多娇》的宏伟与气势，吕鹏一开始
想尽可能完整地保留这幅经典巨作。但他发现，这样一来两位
画家会显得比较小，画面也过于空旷。为了让画面丰富耐看，他
设计了整个创作团队围在一起讨论创作的构图，但这样又会让
两位主要画家淹没在“人海”里。

“在中国美院备战全国美展的内部看稿会上，许江老师和高
世名院长对我的初稿进行了指导，他们一致认为群像的设计不
够突出主题，帮我把这条‘弯路’提前堵住了。”吕鹏说。

推翻、重来、再次推翻，是《山河颂》初期创作的常态，甚至在进
入绘制一个月后，吕鹏又再次重新构图和制作画布，明确了最终结
构：《江山如此多娇》倾斜着部分入画，具有纵深的空间感，傅抱石
和关山月先生是正在作画的状态，要传递的主题一目了然。一高
一低错落开，与真人几乎等比例，现场观看极具冲击力。用作参考
的画卷放在一角，多个细节充满了真实感。

此时，距离交稿日期只剩两个月。画面里的傅抱石先生在挑
战史上最大的山水国画，画面外的吕鹏也在挑战自我极限。

两个月内，吕鹏每天画15个小时，从早上10时一直画到第二天
凌晨三四时，除了上课、吃饭扒两口，他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这幅画
上。“人生能有几回搏？参加全国美展这样的机会，人一生能有几
次？哪怕最终没有入选，我也要百分百投入，才不会有遗憾。”吕鹏说。

千锤百炼 重回历史现场

中国美术馆 1 号圆厅的中间位置，是
一副金灿灿的画作：广袤无垠的金色土地
上，有收割和捧举粮食的青年，有在烈日炙
烤中全身黝黑的大伯，有专注地啃吃麦饼
的老人，与向着天空簇拥疯长的灿烂稻麦，
一起迸发出勃勃生机⋯⋯

一群专业观众围在画作前，小声交
流着。

“这幅画加上这些绿色的线条多么有
节奏感，让画面扣人心弦。”有人伸手指向
金色的画面。

“这幅画里的人物形象肯定都取自现
实生活。”有人点头同意。

作者沈晓明是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学
院在读的博士研究生，他喜欢画那些能够
打动自己的人或物。这种对现实生活中人
的关照，是身为画者所具有的最动人的情
怀之一。《金色土地》，正来自沈晓明在多次
实地采风中受到的触动。

2017 年，绍兴人沈晓明第一次来到
中原腹地采风。他见到了无边的麦田和
收割的景象，田垄上穿着红色外套的农
妇，扛着一大捆玉米秆子，走在黄昏闪耀
的烟尘里。“那种震撼超越我在城市中看
到的一切，那种美直击心灵。”沈晓明坦
言，在见过中国人传统的耕作方式后，他
记忆里深层的东西被唤醒了：历史书上
读到的，幼时听父母辈讲述的，我们与土
地的故事。

“不是在画具体的农业生产场景，我想
表达中国人和土地的某种亲密关系。现当
代社会，耕作的人变了，耕作的方式也变
了，但是我们跟土地的关系还是一样的，仰
赖与包容。”沈晓明说。

在山西太行山一处塌方的山道前，沈
晓明看到了脸庞黝黑、面部皱纹密布、像
油画中《父亲》形象的人们，他们有中国人
坚韧的精神底色。“当享受高度发达的现
代化生活时，我不能忘记回望过去，回望
我的父母辈在土地上的奋斗和奉献。我
同样应该看看这个时代，仍在金色土地上
耕作和收获的同胞们。”沈晓明涌出这样
的想法。

于是，《金色土地》把沈晓明所见的不
同时空当中，在土地上耕作和生活的人叠

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张意象化的中国人的
群像。

为了寻找适合的人物形象，在中国美
院为第十四届全国美展备战组织的数次采
风中，沈晓明跑了很多田野、工地和工厂，
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中国人，并被他们讲述
的生活打动。在绍兴一家生活用品的装配
工厂，他遇到一个年轻女性，也是画中端碗
吃饭姑娘的原型。来自农村的她说，自己
刚来这座城市不久，在加工厂找到了工
作。她的丈夫曾经在另一个城市跑运输，
做了几年没有起色，于是咬咬牙把货车卖
了，改行跟同乡到绍兴做装修，她也一同跟
了过来。她平静恬淡地讲述着生活中的不
易，眼神中有淡淡的笑意，这打动了沈
晓明。

“真正推动我画下去的，是我生活中见
过的每一个人。他们真实而有力量，想要
将他们的故事通过艺术形象表达出来的渴
望，甚至超越了我对于艺术创作整体结果
的期待。”

2009 年从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毕
业后，沈晓明曾在基层派出所做过 3 年刑
侦民警，这让他善于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
道。他经常在工地上和工人们聊天，或者
和外卖员聊天，看看这些铸造城市基础的
人们的生活。30 岁的时候，爱画画的沈晓
明辞职，重新回到母校读研究生，带着和其
他画家不一样的视角回来了。

与此同时，《金色土地》在艺术手法上，
采用大写意的表达方式，他跳脱出传统中
国画在笔墨和黑白关系上的限制，赋予画
面足够强度的色彩，展示室外的田野在日
光照射下那种耀眼的光彩。在线条的表达
上，他在用中国传统笔墨行笔的过程中，一
笔见浓淡，并用多种穿插让线条显得更厚
实，更有表现力。

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何加林告
诉记者，能否把自己的真实情感注入作品
中，把生活中的生命力、生活气息，通过自
己的艺术手法转换为艺术作品，对于艺术
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在《金色土地》这
幅画里，农民庆祝丰收的喜悦，自然而然地
传递出对时代的讴歌。画作中的艺术语
言，尤其是画面里的线条，具有音乐般的旋
律，张弛有度、疏密变化的人物造型结构，

都达到了一定高度。

深入现实 关心人的故事

《金色土地》 作者：沈晓明《山河颂》 作者：吕鹏 《鲁智深之九·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作者：洪万里

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副主席、中国国家
画院美术馆原馆长何加林：与以往相比，第
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进京作品展在内
容题材上呈现出更广泛的特征，有反映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深入展现基层生活面
貌的，有呈现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的⋯⋯这些
作品更“接地气”。

浙江此次获奖是十年磨一剑的努力
换来的。今年浙江美术界和中国美院，在
备战全国美展上下了很大功夫。笔墨，是
中国画的重要内核，是传递思想的载体。
希望浙江在中国画方面能越来越凸显它
的地域特色，并在坚守传统笔墨的基础

上，不断地创造出更多的艺术表
现形式。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
事于洋：越来越多的艺术家都在追求创新表
达。某种意义上，第十四届全国美展在科技
与艺术高度融合的背景下，呈现出视觉图像
处理技术深刻介入美术创作中的现象。和
上一届相比，第十四届全国美展的作品明显
受到人工智能的影响。

浙江有着重写意的传统，名山秀水滋
养出这里秀润的人文
性格和艺术格调，希
望这种特色被不断发
挥，也希望浙江美术
在基于传统的创造性
建构方面，做出有益
的率先探索。

专家点评

创作中的洪万里。创作中的沈晓明。创作中的吕鹏。

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进京作品展 10 月 24 日闭幕。
同日，第四届“中国美术奖”颁奖仪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喜
讯随之传来，浙江共夺得4金1银3铜，金奖数量位列全国第一。

五年一届的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是唯一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延
续至今的重要全国性艺术活动，是国内最具权威性、最具广泛代
表性的美术展览。美术领域国家级最高奖“中国美术奖”的获奖
作品，就从这场展览中评选产生。

这一届“中国美术奖”，对浙江有着特殊的意义。
浙江是全国美术重镇，在中国画方面，2009年首届“中国美

术奖”评选时获奖数量一度占全国五分之一，但第二、三届却连续
“颗粒无收”。浙江美术界高度重视此次美展，去年以来，省文联、
省美协同中国美术学院等省内创作机构积极行动，全力备战。

让我们一同走近其中 3 位浙江籍金奖获得者，走进画作背
后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