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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画赏析

“公车上书”在中国近代史上有

着重要的地位。孔维克抓住这一重

大历史题材，历时3年反复磨砺，绘

制出令人震撼的国画巨作《公车上

书》，100多年前的那个震惊中外的

大事件如在眼前。长袍马褂之下热

血贲张的青年、那尊低矮委弃于地

的石狮、融入黑暗中天宇里的老屋，

还有房上直立的茅草，都诉说着无

言的冷峻与沧桑，成为那时中国的

一个缩影。同时又表现了呼唤改革

的时代精神。作品构图宏伟、疏密

有致，人物形象鲜明，是少见的鸿篇

巨作。

孔维克深受儒家美学思想影

响，以深厚的传统笔墨功底和较强

的现代审美意识，以东方文化特有

的博大情怀和细腻清雅的古韵，为

我们营造了一方有着独特审美体验

的艺术天地。

作品名称：《公车上书》

作品尺寸：308cm×600cm

（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创作年代：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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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维克简介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统促会理事、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山东省委副主委、

世界孔子后裔联谊会副会长。中国美协理事、中国画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

学文化艺术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民革中央画院院

长、山东省中国画学会会长、山东画院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二级岗）、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

他擅长中国人物画的创作和研究，工笔写意皆能。特别注重将传统文

化的底蕴融入其中国画创作中，并探索笔墨语言的现代转型。代表作有《公

车上书》（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签约作品），《孙中山先生在青岛》

（山东省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签约作品），《杏坛讲学》（第八届全国美

展优秀奖），《心学宗师王阳明》（中华文明美术创作工程签约作品），《孔子与

四配》(第四届杭州中国画双年展签约作品)，《抗战老兵》（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全国美展入选作品），《坦克新兵写

生》（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全军美展作品）。

□ 孔维克

“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

工程”的启动，为广大美术家搭建了

一个探索和表现重大主题性创作的

平台。这次活动也使我有机会长时

间地思考并实践了一直期待着的学

术课题——探索用中国传统的文化

和材质，来承载宏阔博大的史诗性

主题的可能性。经过三年的反复磨

砺和全身心投入的艺术实践，这张

长6米、高3米的大型中国画作品

《公车上书》终于如期完工了。我经

过了查阅资料、深研史典、探访遗

迹、收集素材、采风写生、草图几易、

确定正稿、试画水墨小样、放大正稿

草图等近一年的前期创作准备工

作，最终用一个半月的时间一气呵

成，完成了正稿。

“公车上书”这个历史事件，多

数人也许知之不多，它远不如“甲午

海战”及“戊戌六君子”等事件的知

名度高。但它却是夹在这两个大

事件中间起着承上启下、互为因果

关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

也很少有人能联想到，这一事件所

产生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意味着

什么。它不仅是戊戌变法的前奏、

国人第一次思想的觉醒，也是影响

到今天的变革、展开风云跌宕中国

近代百年历史长卷。20年前，我的

第一张主题性水墨画创作就是《公

车上书》，那时我刚刚30岁出头，

借调到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其中一

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组织“第七届全

国美术作品展览”山东作品的选拔

征集。

我选择《公车上书》这一历史事

件，把画笔对准了那群思想界的巨

擘，那些为民族存亡奔走的英烈，那

些拉开近代史星空的天幕、送来一

缕亮光的人。在构图阶段我几经构

思，废纸盈箧。想设计出一种强烈

动人的形象，造成一个扑面而来的

气势。可又感到自己画笔的无力，

总不如用文字叙述来得更生动。如

何调动视觉手段来打动读者，给他

们造成与我解读先贤们时一样的感

动？这是我苦苦思考的问题。

后来偶然见到一本摊开的线装

书，顿时启发了我的艺术灵感。我

所景仰的那些消失在历史天空中

的人物，不是还活在我们的心中

吗？不是你只要“点击”任何一个

现实中与之相关的遗存或书籍的

页码他们就能回到你思想的“界

面”吗？这是因为他们创造了历

史，也走入了历史中。由此启发，我

设计的画面是一页放大了的线装书

中的一页，虽然舍弃了背景的描绘，

但以其从未有过的纯中国元素的

形式感，以及用扎实的笔墨、生动

的造型塑造的那些人物，生动地展

示了百年前波澜壮阔的历史“那一

页”。“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

工程”的推出，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

是一个创举。它标志着中国的综合

国力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盛时

期。因为只有国家的鼎盛，才会有

对于文化的顶级诉求，才会有用美

术的形式对自己百年沉重历史的回

望，对百年沧桑的定格，对人文大义

的张扬。

我很幸运，“公车上书”又一次

选择了我。我对这个事件的整体把

握、对人物个性的深刻理解、对艺术

本体的深层认识、对中国笔墨的全

面掌握等，都有了更深刻的体悟和

进一步的提升。我甚至在潜意识中

认为，自己的艺术探索和人生阅历，

都是为这张画的再创作、再探索、再

升华而准备的。

为了画面人物形象的生动和服

饰的刻画入微，我特意订作了数套

清代服装供扮演康、梁等举子的模

特儿们穿上，画了大量写生。及至

画正稿的近两个月里，我封闭在深

山里的一座民居里，孤身一人以自

饮自理的简单生活起居方式，全身

心地投入了创作。我将各种资料

图片布满画室的墙上、床头、桌

案、厨房，这些大大小小的照片、

典籍彻底地将我埋在了19世纪末

的氛围中。我那段时间关闭手

机，割断了与外界的信息联系。

找不到那种历史的感觉时，自己

也穿上一身模特儿的清代装束，阅

读那些史料和相关典籍。顿觉时

光倒流，回到了那个动乱纷争、活

跃激奋的年代。

回顾这次重画《公车上书》的

经历，我感到这是一个既对该题材

在艺术表现和创造中不断遇到难

题而产生的思考，也是在艺术表现

技法的探索实践中，不断有所突破

的过程。我也深深地体会到，一个

艺术家要想取得成功，要有崇高的

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心，无论是对

整个艺术生命的投入，还是在每件

作品的创作中，都要充满真诚和真

情；在艺术语言的探索中，要充满

文化的自觉和艺术的自信。惟有

这样，才能使自己每一件作品的产

生，都会成为一次艺术境界的升

华，每一次都留下艺术跋涉的深深

足迹。

以精品奉献人民 用明德引领风尚

苦 涩 笔 墨 的 悲 歌
——重绘《公车上书》的艺术思索和实践

《公车上书》创作剪影

开栏的话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周年里，艺术家们怀揣赤子

之心细品祖国山河，挥动巨笔勾勒世间万物，用一幅幅艺术珍品记载

着壮丽的山河和对祖国的热爱。从今天起，《文化创意》周刊特开设

“名画中国——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文化艺术专题报道”栏目，持

续刊发当代具有深厚艺术底蕴、独特个性面貌、丰硕艺术成果的艺术

家的精品力作，并讲述他们创作背后的故事，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