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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革命现实主义绘画早期的一批老艺

术家，像何高虹、孔德、彭冰老师等都有战争

年代的亲身经历，他们创作出了很多宏大题

材的革命历史画和军事艺术作品，这些艺术

作品对中国革命绘画起了怎样的作用？

邢：在新中国的美术史中，革命历史画

和军事艺术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起码从

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几乎可以代表新中国美

术的主要面貌。虽然我们从红军时期就可

以见到简单的宣传画和革命美术标语，但

真正形成有较高艺术表现水平还是从延安

开始的。当时，延安是红色之都，全国的进

步青年和知识分子以及作家、艺术家纷纷

涌向那里，在延安的鲁艺集合了很多非常

有才华的艺术家，他们都是热血沸腾拥有

理 想 的 进 步 青 年 。 有 作 家、摄 影 家、音 乐

家、画家等，延安时期的美术作品，以鲁迅

艺 术 文 学 院（简 称“ 鲁 艺”）的 版 画 作 品 为

主。在那样艰苦的战争年代，版画是最为

便利的艺术形式，她能够及时而生动地记

录 延 安 时 期 人 们 的 生 产 、生 活 和 革 命 热

情。当时鲁艺的力群、胡一川、王式廓、古

元、石鲁、马达等版画家成为解放区美术创

作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作品既有很强的社

会意义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在今天看

来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同 时 在 其 他 的 部 队 也 有 很 多 文 艺 青

年。高虹就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彭彬是

13 岁就参加新四军的“红小鬼”，吕恩谊也是

先加入新四军后被改编成解放军，参加了解

放战争。何孔德是作为志愿军参加了抗美援

朝战争，因为他们在战争年代加入到革命的

阵营，以满腔热血投入到战争生活之中，有亲

身经历，且具有个人体验，又有革命的理想和

情怀，所以他们的绘画都是非常真诚的。他

们都为中国的这种写实主义绘画做出了重要

的贡献。但是真正的军事绘画整体面貌，是

高虹、何孔德、彭彬、郑洪流、黄胄等一批杰出

的军事艺术家于建国初期形成的。而在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到 70 年代中后期，他们的创

作达到了高峰。这期间以何孔德为代表的主

要骨干发扬军队传帮带的优良传统，为军事

美术创作培养了一批新生力量。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央美院的一些很

优秀的艺术家，毕业以后被特招到部队，也

有一些很重要的代表人物比如高泉，他是董

希文先生的高徒，毕业后留美院董希文工作

室任助教，后被特招到部队。海军的艾民

友，沈阳军区的柳青、广州军区邵增虎、济南

军区秦大虎，还有于牧等都是先后调入部队

从事专业美术创作的美术学院毕业生，以及

在中央美院进修学习的一些军事画家如崔

开玺、张钦若等等，大大加强了军事美术的

力量。这样又形成了军事艺术阵营中的中

流砥柱，他们基本上是在革命现实主义的背

景下吸取了前苏联早期的批判现实主义创

作手法，在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理念

和军队的宣传体系的指导下，尊重现实主

义，歌颂英雄人物。在典型故事、典型事件、

典型人物、典型情节这样一种背景下，进行

军事绘画的创作和传承。并做出了很突出

的贡献。产生了一批很重要的作品，就像高

虹的《决战前夕》、何孔德的《古田会议》、《出

击之前》高泉的《连队建党》、崔开玺的《支前

队伍》、柳青的《三千里江山》是表现抗美援

朝题材的作品，画的是一群朝鲜的妇女穿

着白色的服装像仙女一样飘来，非常漂亮，

头 上 却 顶 着 弹 药 箱 。 像 一 道 美 丽 的 风 景

线，画得很浪漫，使战争的残酷和美丽的瞬

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那个时候，能够

把油画推到如此高度，他们的确是一批有

才华的人。后来，崔开玺的《长征途中的贺

龙和任弼时》是一个小情景反映大题材的

作品，长征途中艰苦的环境下它却表现了

一个很小的情节，贺龙和任弼时在草地钓

鱼，用很悠闲很轻松的场景让人想到一种

很 宏 大 的 叙 事 和 一 代 伟 人 革 命 的 乐 观 主

义。那一代画家都是用一种现实情节表现

革命现实主义，在很有限的艺术语言范围里

显示了他们出色的才华。

杜：这是当时革命现实主义绘画的特

点，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又带出来很多学

生，也称之为第二代军事艺术家，他们的视

角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邢：其实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军事美

术或断代军事美术的发展是一件很重要的

并且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是需要研究和讨

论的。我想我还不能随意回答你这个问题，

但是从艺术发展的风格样式来观照军事美

术，倒是可以大概分几个段落。何孔德等老

一代军事画家带出很多新一代学生，如果说

从战争中走来的算是第一代军事画家，那么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进入部队的和在部队创

作实践中成长起来一批军事画家就算是第

二代了。七十年代在高虹、何孔德等老一辈

言传身教之下发展的一批就可以算是第三

代。像当时成都军区张文源，艾轩，兰州军

区高天雄、王胜利、顾国建，昆明军区尚丁、

孙向阳，济南军区李向阳、高仁岐、南京军区

的陈坚、张正刚，空军孙浩、裴长青、田克盛、

海军蔡景楷、毛文彪、等等，他们都是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很重要的军事美术创作

力量。他们还是坚持写实主主义创作，没有

脱离情节性绘画的模式。画得更完整，推敲

更冷静，思考的更周密，他还是在这样的一

个框架里面继续创作，现在很重要的一个中

坚派实力派，他们的创作方式还是在一个基

本的样式里面走。

杜：什么时候革命现实主义绘画出现

了转折？开始真正描绘士兵的生活和真实

情感？

邢：应该说尚丁的艺术趋向和价值观

发生了一些变化，作品把视点降低了。过

去 画 面 里 都 有 主 要 角 色 ，视 角 都 是 仰 望

的，主 要 人 物 要 有 光 亮，要 处 于 画 面 的 中

心，要具有“高、大、全”的形象。而尚丁的

作品开始把视线降低，和对象站在一样的

平面来考虑现实生活中的小情节，如躺在

草地上看书、读报、吹口琴；战士们身处亚

热 带，在 湿 漉 漉 的 战 壕 里 面，探 着 头 伸 手

看看阴沉的天气是否下雨；站在墙边等待

出 发 的 士 兵 们 等，非 常 轻 松 的 微 小 细 节，

很 普 通 很 真 实 的 一 种 生 存 状 态 。 他 运 用

非 常 生 动 的 写 实 能 力 把 你 带 到 这 样 的 环

境当中，让你强烈的感受到这种氛围。，他

会 让 你 体 会 那 种 真 实 感 受 。 他 的 作 品 真

正达到了源于生活等于生活，所以他的这

种现实主义，就是把艺术和生活划等号的

写 实 主 义，就 不 像 革 命 的 现 实 主 义，理 想

主义的现实主义，我觉得这是一种很重要

的转折点，是很生活化的，很亲和的，但又

是很深刻的。

杜：那尚丁之后的作品又有哪些变化

呢？是否又有一种新感觉？

邢：此后，就是我们这一批，也是当代主

要担纲军事美术创作的群体，其中张庆涛、

秦文清、骆根兴、邵亚川、孙立新、白展望等，

在现实主义的大背景下各有探讨和思考。

而唐志刚是很有个性和 特点的画家，他用

云南西南部亚热带的风情描绘军旅生活。

红土地、热带植物、高原的蓝天白云以及懒

散的士兵，那种轻松幽默诙谐的形象，一下

子给一本正经的军事绘画带来了轻松和幽

默感。那种歪歪的情调，热热的色彩，像是

民谣式的歌唱。很本能地消减了那种“高大

全”的形象。他这种画让你觉得特别好玩，

一看他的画就想笑，完全是那种很有地域特

色文化的一种感受。让人特别有亲和感，幽

默感，还有地方特色的情感。画面里面产生

一种温度。看何孔德的作品让人很震撼，而

尚丁的作品给人一种亲和感。唐志刚就会

让你觉得好玩，一切深刻的想象都是在好玩

的味道之中完成的。

杜：时代在发展，在这个图像时代，艺

术的观念多得让我们眼花缭乱，像您的绘

画我觉得就是和图像及观念等多种形式结

合的军事题材绘画，您的迷彩系列让我们

记忆犹新。

邢：实际上我和唐志刚上学的后期就对

现代艺术比较感兴趣，但我们解放军艺术学

院美术系的教学是完全走现实主义的路子，

我 们 只 有 在 课 下 和 一 些 自 由 时 间 进 行 探

讨。特别是毕业之后，我们有几个人经常联

系，热线电话或是通信交流，对军事艺术的

创作充满理想。当时，正直西方现代艺术传

入 国 内，很 兴 奋，但 人 家 其 实 已 经 后 现 代

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现实主义也是舶来

品，也是走的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

作模式。于是，我就思考和研究现代艺术的

语言和精神，吸收现代主义的艺术样式和精

神来创新军事绘画。我就在边画边思考的

一路行走中完成了一大批军事主题新具象

的作品，也就是后来被美术界称为迷彩系列

的那一些作品。其中比较有意义的是画在

军用帆布上的一批大画，因为直接在巨幅的

军用帆布上作画，利用帆布本身的绿色进行

空间的营造，既产生了视觉的新奇又突破了

架上绘画的材质限制并延伸了架上绘画的

空间理念。

再后来，我被很多国际的艺术机构邀请

参加一系列个展和联展，把中国军事艺术推

向国际，当旅居澳大利亚的著名艺术家沈嘉

蔚看到我的作品后，来信给予我很高评价与

鼓励。我呢，也由于不断的国际交流对当代

的国际文化背景和新的军事艺术滋生出更

多的理念。因为你参与到当代艺术的实践

之中，就得有心理准备，那就是发展的、演变

的、现实的、反思的、批判的。

而唐志刚后来在当代艺术中把军事绘

画的因素推到另一个高度，把他对军旅生涯

的体验又一次幽默一把，使他的体会依然那

样的本色和智性。而我更多元化一点，兴趣

点比较广泛。我对现代主义的关注，对后现

代艺术的关注，对现代样式的关注，都拿过

来以后融入到具象表现当中，然后创作出一

种当代性的军事绘画。我所做的工作就是

这样子的。

杜：今天的中国“革命”这个词已经慢慢

被人淡忘，那我们的军事发展进入了高科技

阶段，那艺术会怎样发展呢？

邢：到了我们现在中国的国际化时期，

艺术的演变已经能够被更多的人接受了，比

如近期的沈敬东，完全把我们看惯了的军人

形象变成了卡通化的时尚图画。我已经挑战

部队这种严肃群体的接受边缘，他就突然把

形象就变了，变成卡通了，变成一种流行图像

了，和当代艺术完全接轨了，就是用这样一种

形式，让“80 后”或者“90 后”看着就觉得太好

玩了，我们通常说的英雄主义时尚化了。

我们只能是大概捋一下，军事绘画基本

是这么一个脉络，当然这里只是聊了聊油画

这一块，部队还有很多国画家、雕塑家、版画

家都很有成就。因为你这个选题是油画专

题，我们就此打住吧。这个时期每个段落都

有很出色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都有一些个

人的努力和个人的思考。如果有机会和大

的篇幅我们可以再详尽地谈谈。

杜：好的，谢谢您。

军 事 绘 画 的 历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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