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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1945-2015！——纪念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俄罗斯美术

作品展”是非常有意义的两国合作的艺

术盛举。

历时四年的苏联反法西斯卫国战

争（1941.6.22—1945.5.9）残 酷 而 悲 壮 ，

不少城市和农村被炸成废墟，近两千万

人献出了生命。在这场战争中，人民表

现出来的爱国热情和大无畏的牺牲精

神，动天地，惊鬼神，令世人刻骨铭心，

难以忘怀。

这次展览由俄罗斯现代历史博物

馆、特列恰科夫画廊等 12 家艺术机构

提供了宝贵和丰富的藏品共 76 件，作

品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了俄国人民

为了战争的胜利所承受的苦难和牺牲，

以及做出的巨大贡献。

战争刚爆发的 1941 年 6 月，艺术家

便立即行动起来。他们或奔赴战场拿

起武器抗击敌人，或用自己的作品，在

前线、在后方做宣传鼓动。数以万计的

宣传画成为当时最快捷、最锐利的武

器。如托伊泽创作的《祖国-母亲在召

唤》（1941）、“库克雷尼克赛”（三名艺术

家长期合作的笔名）创作的《无情粉碎

和消灭敌人》（1941），都是在战争爆发

后的第一时间，就以主题鲜明、具有极

强感染力和号召力的画面张贴在城市

街头、农村小镇和交通工具上，张贴在

前线的壕沟、坑道中。许多作品成为 20

世纪宣传画的经典之作。反映战争题

材的油画是这次展览的重点，画家们在

战争期间绘制的油画作品尤为动人。

他们在战争进程中用作品鼓舞人们的斗

志，形象地记录激动人心的历史事件。

如当时还年轻的艺术家杰伊涅卡，创作

了一系列反映卫国战争初期战斗场面的

大幅油画，其中《莫斯科郊区·1941年 11

月》，表现莫斯科战役前夕的严峻紧张的

气氖；选择同一题材的还有著名画家尼

斯基的油画《保卫莫斯科》（1942），这些

画面宏大，气势磅礴的作品，都是在十分

困难的条件下绘制的。

反映战时发生的重要事件，是艺术

家责无旁贷的使命。著名老画家尤恩

别具匠心的一幅油画《1941年 11月 7日

莫斯科红场上的检阅》（1942），再现了

莫斯科受到围攻、法西斯兵临城下时，

红场上照常隆重举行纪念十月革命的

阅兵典礼，表现苏联军队的英雄豪情和

卫国战争必胜的信念。大家熟悉的名

画《游击队员的母亲》（1943）是画家格

拉西莫夫创作的。在硝烟弥漫中，英勇

的母亲面对残暴地搜捕游击队的敌人，

表现出宁死不屈的大无畏气概，形象厚

实、凝重，犹如一座纪念碑。另一位长

期生活在农村、对农民十分熟悉的著名

艺术家普拉斯托夫，采用了一个独特的

角度来揭露法西斯的野蛮暴行：在宁

静的、美丽的农村田野，静静地躺着一

个正在流血的少年，富有抒情意味的自

然风景和血腥的场面形成鲜明对比。

《法西斯飞机飞过之后》（1942）留下的

罪恶行径，令人发指。还有不少画家，

如梅什科夫的《保卫列宁格勒，坦克开

往前线》（1942）、扎果洛琴·米京的《涅

瓦河上的高射炮（空袭警报）》（1942）、

格里果里耶夫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之

夜》（1942）都是对战时环境惊心动魄的

描写。前面我们提到的“库克雷尼克

赛”除了创作大量出色的宣传画外，还

及时贡献了《卫国战争女英雄卓娅》、《纳

粹逃离诺夫哥罗德》两幅油画巨作，从不

同角度表现俄国人民的英勇不屈和对法

西斯丧尽良知、毁灭人类历史文化遗产

的无情揭露。

雕塑家们对战争也同样迅速做出

了反应。他们积极投入创作反战题材

的作品，保存到今天并被载入美术史册

的雕塑作品也为数不少。其中，如我们

熟 悉 的 穆 希 娜 创 作 的《女 游 击 队 员》

（1942）、《女飞行员布达诺娃》（1943），

马尼泽尔创作的《卓娅》（1942），还有利

舍夫创作的《搬运受伤的战士》（1942）

等。这些作品塑造了战争年代为祖国

建立了不朽功勋的英雄人物形象。

反法西斯战争教育和锻炼了俄罗

斯人民，人们的忘我牺牲精神和战争的

胜利，也极大地鼓舞和激发了人民的爱

国热情。人们在这场战争中艰苦卓绝的

表现，成了全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卫

国战争成为苏联艺术中永恒的题材。

战后 50-60 年代，苏联美术中涌现

出大量表现卫国战争的作品是十分自

然的事，而创作这些作品的美术家绝大

多数是经受了这场战争洗礼的。有的

亲身在前线参加过战斗，有的甚至负过

重伤。政府和美术家协会有计划地做

了大量组织工作，国家和地方美术馆把

这类美术品的收藏列为重要任务。因

此，卫国战争题材的创作在俄罗斯现代

美术中占有主要位置。

以反法西斯战争为题材的俄罗斯

美术作品具有两个基本特点：

一、以描绘和刻画英雄人物为主，

歌颂普通人民的爱国主义和牺牲精神，

但也不回避人民遭受的灾难与痛苦，并

从人性的角度加以描写。大家都熟悉

苏联电影《雁南飞》和《这里的黎明静悄

悄》，在这些电影中，苏联普通战士和

人民身上表现出来的丰富感情及人性

的真实流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类似的描绘在美术作品中同样有

所体现。

二、缜密构思，精心创作。艺术家

们从选材、草图到定稿，都经过反复酝

酿。不少作品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成

为苏联美术史上的精品。列宾美术学

院 教 授 、著 名 油 画 家 涅 普 林 采 夫 在

1955 年创作了一幅有多人物构图的油

画《战斗后的休息》。作品构思受苏联

作家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战地长诗《瓦

西里·焦尔金》的启发，描写苏军战士

们在战斗空隙听战友（以瓦西里·焦尔

金 为 模 特 儿）讲 故 事 时 的 一 片 欢 笑 。

长诗中的瓦西里·焦尔金以自己的多

才多艺和乐观、幽默受到战友们的爱

戴。长诗在人民大众中广为传播，瓦

西里·焦尔金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而

涅普林采夫用视觉形象再现了这个神

奇的英雄人物，再现了他活跃在战友

们中的场面，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气氛

烘托上都有突出成就。这幅油画受到

广大观众的喜爱，原件被特列恰科夫

画廊收藏。后来，苏联政府委托作者

复制一幅《战斗后的休息》变体画，作

为国家礼物，赠送给中国政府，现珍

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我国年岁较大的美术家和观众都

记得油画家拉克季昂诺夫的《前线的来

信》（1947），这件作品在当时有着广泛

的影响，因为这一题材牵动着许多人的

心。战争期间，后方的人们每天都急切

地期盼前方亲人们的消息，而每一封信

也都为周围的邻里们所关切。人们聚

在一起阅读前方的来信，为前线战事的

顺利进行和战士们的平安与健康默默

地祝福。画面描写的是战争后期、胜利

前夕常见的情景，普通的村落，平凡的

人家，朴实的形象……今天，我们重读

这幅作品，仍为之动情。

本次展览还有十分可贵的描绘人

民欢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场面的作品：

克里沃诺戈夫的《柏林投降》、玛查里斯

基的《胜利，柏林 1945 年》、苏达科夫的

《关东军投降》等等。这些形象地描绘

法西斯彻底崩溃的历史画面，令人激

动，令人振奋！

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艺

术家，在战后年代成为俄国美术界的骨

干和新思潮的代表人物。他们以新的

视角表现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探索和

发掘这一题材中更深刻的意义，寻求艺

术语言的寓意性和象征性。这里特别

要提到本次来华展览中几位具有代表

性画家和他们的作品：莫伊谢延科，作

品《胜利》、《妹妹们》、《民兵们》；梅尔尼

科夫，作品《告别》；库加奇，作品《归

来》；科尔日夫，作品《云》；特卡乔夫兄

弟，作品《战时的孩子们，1941》、《战争

路上》和《战争的回忆》；加夫里洛夫，作

品《为了祖国的土地》；乌加罗夫，作品

《归来》、《1941 年的列宁格勒妇女》；波

普科夫，作品《五月的节日》；萨维茨基，

作品《游击队的圣母》；尼基奇，作品《战

地的记者》等。上述艺术家都是当时领

风气之先的艺术大家，他们不满足画面

人物和情节的直白描写，而是更注重人

物的心理刻画，重视对战争创伤的哲理

思考，注重色彩表现力，强化艺术氛围

的营造，关注艺术语言的新颖，更重视

绘画的形式美感。

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建造雕塑

纪念碑，永载苏联军队和人民的丰功

伟绩，战后至今一直受到俄罗斯政府

的关注，几十年来已经先后在有关城

市和地区建造了数十座，其中规模和

影响最大的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纪念

碑》（1967）。这是一个建在伏尔加河

畔、以雕塑为主体的综合艺术群，由著

名雕塑家武切季奇领导的创作小组集

体完成，从构思到施工建成，用了将近

20 年时间。在河畔玛玛耶夫高地立有

高达 104米的主雕“祖国-母亲”（也是本

次来华展览的形象标识），高地下有三个

相互联系的广场：“宁死不屈广场”“英雄

广场”和“忧伤广场”。广场上有大型群

雕多组，广场之间两旁有当年的断垣残

壁——“废墟墙”。在制高点主雕“祖

国-母亲”的山岗下，有一圆形纪念厅，

纪念厅中央一只引人注目的巨手从地

下伸出，手擎熊熊燃烧的大火炬，火焰

日夜不灭，象征永久的生命之光。大厅

四周的墙面上镌刻了 10 多万牺牲烈士

的姓名，这是永不忘却的纪念。

《斯大林格勒战役纪念碑》构思独

特、气势恢宏，矗立在俄罗斯母亲河伏

尔加河之滨，便于人们从水路、陆地，从

四面八方观瞻。

苏联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永

垂不朽的伟大历史事件，俄罗斯的艺术

家们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勇气和灵感，用

自己精心创作的艺术纪念它、歌颂它，为

的是唤起人们不忘历史、反对侵略、捍卫

和平。他们对正义战争必胜的信念，他

们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他们坚定

的现实主义艺术理念和杰出的艺术成

就，值得我们敬仰、学习和借鉴。

（作者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主办单位：中国美术馆、俄罗斯国立博物馆与展览中心（罗西佐）

展览时间：2015年 8月 25日至 2015年 9月 17日

展览场地：中国美术馆 13—17号厅

本次展览汇聚 12家俄罗斯重要博物馆、美术馆及艺术机构的经典藏品，它们为展览提供了最精彩和最宝贵的作品，充分体现了中俄两国

人民的珍贵友谊与共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的高度热忱。

本次展览分为“战争与对抗”“胜利的日子”“峥嵘的岁月”“传奇与功勋”“缅怀与追忆”“永恒的铭记”6个篇章，展出共计 76件（组）作品，其

中包括油画作品 74件、雕塑作品 2件。展览是俄罗斯反法西斯美术作品在中国的第一次大规模集中展示，这不但为中国人民近距离欣赏俄罗

斯经典艺术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同时也充分展现了中俄两国人民共同珍视历史和热爱和平的坚定信心。

中国美术馆国际交流系列展：

胜利：1945— 2015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俄罗斯美术作品展举办

《女飞行员布达诺娃》穆希娜 1943

青铜雕塑 特列恰科夫画廊藏

《民兵们》 莫伊谢延科 1959 布面油画 200 厘米×370 厘

米 国立俄罗斯博物馆藏

《关东军投降》苏达科夫 布面油画 135厘米×200

厘米 1948 国立中央俄罗斯现代历史博物馆藏

《1941 年的列宁格勒妇女》 乌加罗夫 1961 布面油

画 144厘米×233厘米 国立俄罗斯博物馆藏

《是我们啊，主》 涅缅斯基 1962-1992 布面油画 137.3 厘米×280.5

厘米 俄罗斯现实主义艺术研究所藏

▲ 《祖国母亲在召唤》叶夫根尼·武切季奇 1967

大理石雕塑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革命纪念馆提供小稿

◀ 《前线的来信》 拉克季昂诺夫 1947 布面油

画 225厘米×152厘米 国立俄罗斯博物馆藏

《游击队员的母亲》 格拉西莫夫 1943 布面油画 120 厘米×150 厘米 国

立中央俄罗斯现代历史博物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