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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坚，油画家。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江苏省油画学会副会长。作品以军事历史题材为主，主要作

品有《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第十届全国美展金奖）、《冬雪》（第九届全国美展铜奖）、

《1949 年春进驻南京总统府》（第十届全军美展一等奖）、《堤》、《X 日》等。部分作品陈列收藏于中国美术馆、

军事博物馆、抗日战争纪念馆、平津战役纪念馆等。

记 者 手记

—访著名油画家陈坚
本报实习记者 孙丛丛

椽 笔 绘 史起 巨 澜

漫漫求索
故 乡 无 锡 是 陈 坚 接 受 艺

术启蒙的地方。当时，家乡流

行一种碳粉画，陈坚祖父的一

位朋友就从事碳粉画创作，童

年时代的他，经常跟随祖父到

这位朋友的店铺，每当店里有

裁下来的绘图纸，店员们就拿

给幼小的陈坚，老友们聊天叙

旧 ，他 就 在 一 旁 默 默 地 画 起

来。除了软笔碳粉画，他还拿

石笔在老房子的木地板上画汽

车、马、电影海报、各种各样的

帽子……废纸片、木地板，成了

儿时陈坚尽情挥洒梦想的画

布。见陈坚对画画如此着迷，

并不懂画的爷爷拿来家中一本

《丰子恺画册》，指着用笔简约、

意境幽深的丰子恺漫画对他

说：“你将来就学这个，这个简

单。”但陈坚告诉爷爷，他要学

有光线、有明暗的画。这是他

对于油画的最初理解。若干年

后，那个执意学习油画的孩子

固执地坚守他的艺术梦想，凭

借一幅幅优秀的军事历史题

材油画影响了画坛。

但凡艺术上的集大成者，

多离不开自身在专业道路上

的苦心求索。读书时赶上“文

革”的陈坚，学校停课了，就在

别人的介绍下到工矿、机关画

巨幅宣传画。起初只是打打

格子，慢慢地开始画领袖像，

单位通常会请一顿饭作为酬

劳，能有这样的作画机会，他

乐在其中。作为“文革”中的

“老三届”，1968 年，陈坚离校

后到苏北农村插队锻炼，在那

里，他开始了油画创作上的一

些初步尝试。当时，11 名上海

知青在黄山茶林场为抢救财

产牺牲的事迹轰动全国，一幅

以此为题材的画作《胸怀朝阳

何所惧，敢将青春献人民》被

各大媒体登载。陈坚把这幅

画临摹到公社门口“知青组”

的宣传墙上。除了临摹别人

的作品，一有闲暇，他还常到

铁路上观察老式蒸汽机车，回

到住处，再把这些造型复杂的

“火车头”一一默写下来。这

种默写尝试，为他以后掌握绘

画造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0 年底，陈坚在一张入

伍志愿单的“特长”一栏填上

了“绘画”，就这样，他被江苏

省 军 区 作 为 文 艺 兵 招 收 录

取。入伍两年后，他产生影响

的作品《夜巡》、《我为祖国守

大桥》便相继问世。带着收获

的喜悦，1973 年，陈坚走进中

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深造。一

年半的学习，他如饥似渴地扎

进图书馆观摩画册，列宾等俄

罗斯巡回画派写实大师的画

作是他那时膜拜的对象。更

让他至今难忘的是，“解剖”、

“透视”课上，老师拿圆珠笔在

自己大腿上画“分面”、“结构”

的情形。短暂的美院生活，让

从未接受理论学习的陈坚受

益匪浅：“很多老师教法虽然

不够正规，那套方法对我日后

创作的帮助却是最大的。”

带 着 自 身 的 体 悟 和 学 校

的滋养，毕业后，陈坚走进了

南 京 军 区 的 机 关 大 院 ，在 那

里，他开始接受一些重大军事

历史题材的创作任务。《淮海

大战》、《毛主席与抗大教员谈

话》、《跨向大上海》、《攻占国

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等，这

些陈坚笔下的作品，以栩栩如

生的形象，再现一个个珍贵的

历史瞬间，让人过目难忘。因

此，陈坚也常被誉为抓型快、

天赋高、悟性好的画家。“现在

回想起来，之前画领袖像、临

摹画，对我后来画大画，锻炼

很大。”

绘史之路
温婉细腻的江南气质，加上严谨、硬气的部队作

风，在陈坚身上呈现出巧妙的圆融，这种水乳交融，

也持续到他的写实油画中。观摩陈坚的画作，你会

被它所传递的历史瞬间的大气磅礴震慑灵魂，仔细

凝视，又会为它真实细腻的笔触感动心扉。而这种

艺术效果的背后，陈坚常常付出超乎寻常的努力。

2004 年 12 月 10 日，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的授奖仪式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陈坚的巨幅

油画作品《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
南京》荣获金奖。这幅表现“日军签降一幕”的重

大历史题材油画，陈坚一画就是 16年。

1987 年，在北京王府井书店，陈坚买到一本

《中外记者笔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看到其中“日

军签降一幕”的报道，一个重大历史题材油画创作

计划在他的头脑中酝酿。到 1993 年正式起稿，其

间 6 年，陈坚准备了大量的文字、图片资料。对于

日军服装的样式、军衔领章、勋表的位置；中方军

人的服饰、领章、“中正剑”的佩挂；受降席桌布的

颜色等，他都一一进行了考证，有的还亲手制成道

具供绘画使用。

其实，在 1995 年，第一稿《日落：1945 年 9 月 9

日 9 时》就已经画成了，陈坚觉得尺幅较小、视觉冲

击力不够，1998 年他又重新起稿，将画布的宽度由

原来的 3.15 米扩为 6 米。寒来暑往，几度春秋，陈

坚要通过手中的画笔，客观冷静地呈现那个凝固

的时刻：“抗战胜利是个悲壮的胜利，考虑到这种

氛围，在二稿创作中，我把曾在第一稿中出现的繁

杂的背景人物删减了，现在看来，人物减少了，反

而气氛加强了。”为凸显作品的纪实特色，陈坚力

求赋予作品中的人物以特定环境下的历史真实。

为此，他从生活中寻觅长相近似的老友为模特，不

厌其烦地反复尝试。考虑到油画中的布光，他把

灯夹在自行车上，骑车到朋友家中，按照自己预设

的角度拍下一组组照片。后来，陈坚按照这种尝

试完成了日将冈村宁次、小林浅三郎的塑造。

漫长的创作历程，陈坚每一次对作品的修改

都是完善与修正的结合，16 年心无旁骛，只为历史

瞬间的真实再现。2003 年，作品画完最后一笔，陈

坚将它更名为《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

九时·南京》。冷静的表述、恢宏的构架、细腻的技

巧、真实的笔触……这幅作品一经发表，便引来前

所未有的震撼。作为该油画的作者，陈坚在欣喜

之余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失落：“仿佛已经到了

山穷水尽的地步，内心就像全部被掏空了。”他坦

言，以后这种分量的作品，自己很难再超越这幅

《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

画笔情深
画历史，必须懂历史，更要尊重历史。“再现历

史，并非简单地临摹、复制历史档案中的图片。当

你真正探寻一段历史的来龙去脉，你会发现，手中

的资料往往太过单薄。”多年接触重大历史题材，

对于史料，陈坚养成了史学家一般的严谨态度。

每当翻阅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或者阅读一段

段旧闻记述，那些走进历史的人物又从历史中走

出，他不仅揣摩他们的神情，还沿着他们的人生轨

迹，触摸他们各自的灵魂脉络。凭借丰厚的积淀，

陈坚对于历史题材的把握游刃有余，而从历史真

实到艺术真实，他也找到了一条创作原则：“‘大历

史’必须真实地还原，为了“大历史”的真实，可能

要加重某些细节的分量，抑或剔除一些枝蔓，甚至

要大胆地‘失事求似’。”

在《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

京》中，受降仪式原本在礼堂内举行，而陈坚大胆地

把它调到室外——雄壮的花岗岩基座稳扎大地，庄

严的大理石圆柱擎天而立，在恢宏的浮雕式背景

下，庄严凝重的中国战区受降大典正在进行。他认

为，整幅画需要一种氛围的营造，从绘画语言来讲，

更需要一个支点完成构图，无论从历史、艺术的角

度，这样的调整都不违背创作中的“真实原则”。而

在另一幅油画《冬雪》中，淮海战役的五位总前委，

屹立于冰天雪地，气韵生动、神采各异。陈坚坦

言，这幅作品，创作灵感仅来自淮海战役中五位总

前委的一张照片，在史实中，整场战役，五位总前

委并未在一起进行指挥。然而，作品仅反映照片

的内容远远不够，陈坚感觉到这幅画还应展现出

淮海战役胜利在望时，五位总前委按照军委部署

准备渡江作战的从容气魄，他又从人物关系、动

作、色彩上大胆探索，以艺术化的手法巧妙构思。

在陈坚看来，让历史语言与艺术语言融会贯

通，没有特殊的窍门。“兴趣和基本功是首要的，更

重要的是能够潜心体悟。”创作中，他常常走进历史

记忆的瞬间，完全进入角色。《共和国的将帅们》、

《冬雪》、《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

京》、《红毯述》这些作品，几乎都在这样一种状态下

完成。这些作品，或将超越历史时空的震撼效果宣
将绘画融进生命的人

孙丛丛

采访前，第一次看到《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

京》，我为那一历史瞬间的真实再现而凝神屏息，有如时间凝固，作品

的磅礴浩然之气，让我深受震撼。同样震撼我的，还有它背后的那个

数字——16 年。16 年，若放置于历史长河，不过一瞬；而对于人生来

说，却足够漫长。我在想，这幅画的作者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能抵御

外界的纷纷扰扰，如此执着地耕耘磨砺？这又需要怎样宁静澄明的内

心世界？

走近陈坚老师，心头的疑问逐步消解。眼前这位艺术家，带着江

南水乡墨韵所赋予的专属优雅，谦和平易。话里话外，尽是他与绘画

的情缘，哪怕第一次相见，也能与你打开心扉，尽情畅谈。他说，他不

太关心绘画以外的世界，但是，只要跟画有关，就力求尽善尽美。因

此，为了构图中的一个方位，他会忍痛割爱，弃置即将完成的草图；为

了求证细节，他收集资料不厌其烦，从来不计成本；为了专心作画，他

会推掉琐事，扎进画室，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物我两忘……绘画就是陈

坚老师的全部生命，平日的生活可以平淡至极，但画里的况味必须耐

人寻味又极不寻常。

我常以为，一个艺术家，若有一两件作品能被多数人仰望，就足以

证明他艺术的博大。而像陈坚这样的艺术家，一个将绘画融进生命的

人，被人们记住的，又岂止一幅《公元》。

《我的生日》 132厘米×150厘米 2012年

染得淋漓尽致，抑或将洒落在历

史尘埃里的碎片重新拾起，无论

画作本身还是其背后的故事，足

够引人流连。

关注重大历史题材的同时，

陈坚的画笔，从未忽略对现实题

材的关注。多年来，他的“写生

之路”踏遍营房哨卡、训练基地，

在 与 战 士 的 相 处 中 ， 创 作 了

《大 路 旁》、《震 撼 的 大 地》、

《堤》、《X 日》 、《兵·上将许世

友》、《炼》、《我的生日》等一系列

作品。这些作品以细腻的格调、

生活化的视角，折射着对他普通

士兵生活的观照，与他众多重大

历 史 题 材 油 画 的 冷 峻 、严 谨 相

比，多了些柔美、灵动，展示了他

的另一种创作面貌。

“中华民族历史上有太多让

我心灵震撼的光辉瞬间，我更感

激在部队得天独厚的创作环境，

历史、军事题材油画是我艺术生

命的重要部分。”带着这份挚爱

与的坚守，陈坚又开始了新的选

题酝酿，而他笔下的那种震撼仍

将继续着。

《攻占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 220厘米×500厘米 1997年

《兵·上将许世友》 176厘米×150厘米 2007年 《冬雪》 300厘米×170厘米 1999年

他出生于江南名城无锡，带着对油画的热爱苦心求索；他从19岁穿上军装，便与一幅幅军事、历史题材画作紧密

相连；他16年仗笔虔行，以超人的毅力绘就了一幅气贯长虹的纪实性历史巨作《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

时·南京》。他就是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一级美术师、著名油画家陈坚。

本版责编 孙丛丛 美编 李小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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