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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畫《圖雲關中國紅十字會
救護總隊》畫幅不僅有國際紅
十字會標誌，而且在顯眼位置
還出現了青天白日旗幟，而同
時被中共黨史展覽館集中展陳
並永久收藏。記者以為，該題
材作品入選入藏本身，正在釋
放若干積極信號。顯示了中國
共產黨的胸襟和雅量，讓今天
的觀眾得以全方位重回國共合
作聯合抗日這一大視野的歷史
語境。
作品背景是抗日戰爭時期，

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部和戰
時衞生人員的訓練總所，設在
大後方貴陽市圖雲關。在圖雲
關峰巒起伏、濃蔭滿坡的樹林
裏，幾十間茅草房、滿山遍野
的帳篷，就是當時全國戰地救
護的指揮中心，和戰地醫務人
員的培訓中心。這些茅草房
裏，有救護總隊部、直屬大
隊、診療所、後方醫院、訓練
所教室等。來自全國各地和海
內外華僑醫學界的專家學者，
以及20餘名外籍醫生組成的
援華醫療隊，在著名醫學家林
可勝教授的領導下，與國際紅
十字會和國際醫藥援華會直接
聯繫，憑海外募捐而堅持工

作。總隊部常有千餘人，多時
達2千餘人。
有報道指出，1940至1942

年是救護總隊全盛時期，大小
醫療隊發展到150個，醫務人
員及各種輔助工作人員達到
3420人(包括訓練總所)。救護
總隊不僅在戰場上救護抗日將
士，而且還協助駐地的地方衞
生防疫部門撲滅當地疫情和開
展環境衞生、防疫防病工作，
並開設門診部為平民百姓提供
醫療服務。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救護總
隊不斷向各戰區派出戰地醫療
隊，為抗戰軍民服務，足跡遍
及各主要戰場。對艱苦抗戰的
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援助也十分
得力，為抗戰勝利作出了不可
磨滅的貢獻。
畫作由近及遠布局當地特色

茅草房，遠處的樹和林間的晨
霧，位於後來被稱為森林公園
的大環境氣息撲面而來，氣勢
恢宏，特色鮮明。重回歷史現
場，表明國際紅十字總會援華
救護總隊始終被中國人民銘
記。其對艱苦抗戰的八路軍和
新四軍的援助，中國共產黨和
中國人民，一天也沒有忘記。

「一人名下兩件作品同時入
選入藏，全省共有五件作品入
選入藏，這都是了不起的成
績」，潘聞丞分析，「共同點
有兩個，一是貴州在黨史格局
及相關紅色文化版圖上的地
位，決定了這些入選入藏畫作
所表現題材的唯一性；二是我
們的畫家並沒有躺在這些唯一
性上，而是狠下歷史考證和細
節還原的硬功夫、笨功夫，加
上角度的唯一，超拔的創意，
作出了質量過硬的一流作
品」。
潘聞丞是貴州美術家協會的

秘書長，直接負責本次應徵作
品的組織和推送事宜。在他看
來，如果從這批最終入選入藏
作品所反映的黨史事件來看，
大致可分為遵義會議之前和之
後。總的來說，就是從偉大轉
折到迎來解放這一宏偉進程。
遵義會議之前的，無疑就是

前述《強渡烏江》；之後的，
應該就是國畫《赤水奇兵》和
《婁山關大捷》。其中，國畫
《婁山關大捷》作者係著名畫
家、遵義市美協主席鄧永平。
談及《婁山關大捷》的唯一
性，據鄧永平介紹，關鍵詞應
該是「霜」和「雪」，和超過
45度的高俯視角度，焦點則是
戰鬥結束以後行進的紅軍戰
士，和路邊的沙袋。順着行軍
方向延展，行軍線路彷彿一條
從崇山峻嶺間跌落的九曲十八
彎飄帶。畫作希望無限接近歷
史現場，直追毛澤東主席以此
為題材的著名明詩詞《清平樂
．婁山關》詩意。畫作左前方
極目處有一抹紅，鄧永平解
釋，「這是晨光初現，呼應的
是『大捷』，傳達的是希
望」。誠哉斯言，以
婁山關大捷為題材
的作品所在多矣，
而鄧版《婁山關大
捷》，則以同一題
材的獨特視角和獨

特意蘊勝出。
無獨有偶。本次入選入藏的

國畫《赤水奇兵》也並不是以
題材的唯一性取勝。據作者沈
寧波介紹，作品打破常規地以
對角線方式構圖，希望以此製
造出明顯的不穩定感以傳達高
度的緊張感，以烘托和逼近四
渡赤水的獨特戰爭環境。專家
認同沈寧波的這一看法，認為
正是這一打破常規的對角線構
圖安排，讓沈版《赤水奇兵》
與其它同題材作品根本區別開
來。
沈寧波還提到，作品特意安

排了擁擠的人、車、炮來增加
緊張感、突然性和急迫感，這
依然是對對角線構圖思路的強
化和渲染，也是進一步呼應作
品名稱「赤水奇兵」中的
「奇」字。奇者，從天而降，
突然出現，破空而來，而收奇
效之謂也。
四渡赤水出奇兵，乃由遵義

會議確立的黨和紅軍實際最高
領導人的毛澤東，在軍事指揮
上的「神來之筆」。毛澤東本
人說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
「最得意之筆」。當時，毛澤
東指揮中央紅軍三個月的時間
六次穿越三條河流，轉戰川貴
滇三省，巧妙地穿插於國民黨
重兵集團圍剿之間，不斷創造
戰機，在運動中大量殲滅敵
人，牢牢地掌握戰場的主動
權，取得了紅軍長征史上以少
勝多，變被動為主動的光輝戰
例。
也因此，以四渡赤水為題材

的文藝作品、尤其是美術作品
不在少數，而沈版《赤水奇
兵》的勝出，訣竅就在角度，
就在打破常規的「對角

線」。

畫
布
之
上

畫
布
之
上
再
現
再
現

一
幀
一
幀
《《
強
渡
烏
江

強
渡
烏
江
》》
重
返
歷
史
現

重
返
歷
史
現
場場

記者
手記組織者潘聞丞：

題材唯一和質量過硬同樣重要

油畫《圖雲關》
展現國共合作抗日語境

●●馬駿接受香港文匯報馬駿接受香港文匯報
記者專訪記者專訪。。

●●油畫油畫《《解放貴州解放貴州》，》，
250250cmXcmX600600cmcm，，作者作者
馬駿馬駿、、王仕明王仕明、、馬藝馬藝
丁丁、、侯薇侯薇、、艾兆泉艾兆泉。。

●●油畫油畫《《圖雲關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圖雲關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200200cmXcmX500500cmcm，，
作者宋次偉等人作者宋次偉等人。。

●●國畫國畫《《赤水奇兵赤水奇兵》，》，
200200cmxcmx250250cmcm，， 作 者作 者
沈寧波沈寧波，，國家一級美術國家一級美術
師師，，貴州省青年美術家貴州省青年美術家
協會副主席協會副主席，，遵義師範遵義師範
學院美術學院中國畫副學院美術學院中國畫副
教授教授，，遵義畫院副院遵義畫院副院
長長。。

●●國畫國畫《《婁山關大捷婁山關大捷》，》，
220220cmxcmx160160cmcm 作 者 鄧 永作 者 鄧 永
平平，，遵義市美協主席遵義市美協主席。。

●●日前被中共黨史展覽館入選入藏的油畫
日前被中共黨史展覽館入選入藏的油畫《《強渡烏江強渡烏江》，》，220220cmXcmX360360cmcm，，作者馬駿作者馬駿。。

●●貴州美術家協會秘貴州美術家協會秘
書長潘聞丞介紹組書長潘聞丞介紹組
織織、、推送作品情況推送作品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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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渡烏江》作者馬駿，值得
一提的是，這並不是馬駿

唯一入選入藏的作品。由他牽頭、
5人團隊創作完成的巨幅油畫《解
放貴州》亦同時獲此殊榮。或許，
不經意間創下了本次活動的某個第
一或唯一，也未可知。
馬駿祖籍湖南，父輩早年在江蘇
學習、工作，後來因工作原因舉家
來到貴州貴陽。到馬駿這一輩，就
算是土生土長的貴陽人了。家庭環
境的熏陶，結果之一就是馬駿從小
愛上了畫畫，想當「列賓」（俄
現實主義畫派畫家）。高中畢業
後，馬駿先後在幾家街道小廠當過翻砂工、泥
水工、木工和粉刷匠，工作幾經變換，而理想
不變。1978年，18歲的馬駿，終於被正式招
工來到烏江，成為這裏一間水電廠的一名普通
水電工，想當「列賓」的理想，依然如故。是
工作地烏江兩字，直接激發了青工馬駿創作
《強渡烏江》的最初衝動。

繪畫前考證歷史
說易行難。創作《強渡烏江》的知識儲備，
主要是一部黑白膠片的同名電影、中小學課本
的相關內容，和一部回憶錄式的紀實體大書
《星火燎原》。但當馬駿真正想動筆的時候，
第一個發現，就是此烏江非彼烏江。他工作的
發電廠所在地烏江鎮，並不是當年紅軍強渡的
地點—也是至今很多人的誤區，以為到了時
稱遵義縣、現為播州區所屬的烏江鎮，就是到
了當年紅軍強渡烏江的戰場。其實非也，紅軍
當年強渡烏江具體地點，是距甕安縣城40餘
公里、名為江界河的烏江的另一處渡口。
這一發現不免令青工馬駿有點沮喪。對他觸
動更大的是，他此前對強渡烏江以及相關史實
的了解，其實大多似是而非，這也直接促成了
他對這一史實的追尋。雖然1980年馬駿就考
取中央民族大學，走上專業畫家和藝術教育之
路，但對相關史實的追尋，則成了他此後的
「功課」之一，40多年從未中斷。在長期的踏
訪、調研和資料檢索中，馬駿一步步重返歷史
現場。其間的發現之一，就是紅軍渡江的筏
子，係採用江岸粗大的毛竹捆紮而成。據他研
究，在紅軍軍史所載其它戰例中，採用竹筏渡
江似乎是唯一的一次。這一細節，最終被描繪
在油畫成品《強渡烏江》的畫面上，並在較為
醒目和突出的位置被今天的觀眾感知。
順着馬駿的「導讀」，約20度俯視視角下

的江面及其槍炮擊發的水柱和其間的人物—
主要是強渡烏江的紅軍戰士—由近及遠、次
第展開，兩者在整體畫幅上大約一半一半。在
畫幅的右下角，在即將登上岸邊的紅軍戰士前
面、腳下或身後，是清晰可見的竹筏。對，就
是竹筏，就是這次紅軍強渡烏江的主要依託。
也是馬駿逾40年「功課」留在畫面上的眾多
細節之一。或許正是有了竹筏，馬駿版《強渡
烏江》才與同題材畫作迥然有別，並成為其入
選入藏黨史館的原因之一。

冷灰之上一點紅
這一場被馬駿稱為黨史學習的漫長的追尋，
給作品留下了若干逼近真實的細節描繪。而其
黨史學習的「功課」沉澱，則更多體現在畫面
上撲面而來的冷灰色調，以及冷灰之上的那一
點紅——強渡烏江的紅軍的紅色軍旗。專家認

為，正是冷灰及其之上的一點紅，逼近真實地
還原了當時的歷史語境，並傳達出積極樂觀的
信息。
畫面定格了紅軍從南岸衝向北岸強渡烏江的

一個瞬間。紅軍的先頭部隊戰士已經踏上北岸
的土地，大量的戰士還在冒着對岸敵人密集的
炮火的破空而來。置於畫面左前方的那一面軍
旗，已經污損變色，或許還有殘破，但在整體
的冷灰之上，依然因強烈對比而奪人眼球。遠
處還有幾點隱約的紅，那依然是軍旗。馬駿的
本意，就是通過這些面積甚少、但對比強烈的
紅色，傳達出崢嶸歲月中不滅的希望。
馬駿的這一初衷，係由他超過40年不間斷

的「功課」不斷深化和明確。他了解到的相關
史實，是湘江之戰後，急於突破蔣介石國民黨
軍隊圍追堵截的中央紅軍，從8萬餘人銳減至
3萬左右。歷經五次反圍剿來到貴州的中央紅
軍，兵員和各級指揮官也就在兩萬上下。強渡
烏江之前，紅軍已有在湘黔邊境召開的、史稱
「通道轉兵」的「通道會議」，和在貴州甕安
縣境內的「猴場會議」。正是這兩場在艱難行
軍途中召開的會議，讓紅軍規避了鑽進國民黨
軍隊事先布好的「口袋」並被全殲的劫數，也
才有了後來正式確立毛澤東在黨和紅軍領導地
位、實現中國前途和命運偉大轉折的「遵義會
議」。通道會議、猴場會議和遵義會議，應該
就是強渡烏江這一場局部戰鬥發生的來龍去
脈。而強渡烏江，就是決定中國共產黨和紅軍
能否實現偉大轉折的關鍵一戰。
馬駿還注意到，紅軍入黔的時點是冬天，行
軍的路線則盡量選擇敵人兵力薄弱的崎嶇山
路，甚至是無路可走的深山老林，而此刻面對
的，則是兩岸高聳的懸崖和湍急的江流，以及
在對岸以逸待勞、嚴防死守的敵軍。所有這一
切，都是馬駿選擇冷灰作為基調的考慮，也是
還原歷史真實、再現崢嶸歲月的必然要求。
不過，更重要的還是冷灰之上的那一點紅。

雖然小，但畫龍點睛。這一點紅在畫面上的設
色，首先是歷史細節的真實，紅軍有軍旗，這
不言自明。其較淺層面的寓意，無疑是紅軍最
終成功強渡烏江的事實。而更深遠同時也是本
質的寓意，則指向不久即將召開的遵義會議及
其實現的偉大轉折，以及這一轉折所傳達的希
望。

「神來之筆」的「超強帶入」
1949年11月15日，解放軍整隊入城，宣告

一個舊時代的結束和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在注
重從宏觀層面把握歷史脈絡前提下，尤其注重
從細節層面還原歷史語境，再次成為馬駿團隊
創作巨幅油畫《解放貴州》的「不二法門」。
馬駿團隊首先考證出解放軍入城線路。即從

當時尚屬貴陽城外郊區的油搾街整隊出發，沿

新華路、大南門，經現在的
郵電大樓進入時稱南京街、
現在的中華路進城，最後到達
中華北路的六廣門。現在定稿
的巨幅油畫《解放貴州》，定格
的就是解放軍行進在中華路上的某
一個瞬間。
「神來之筆」同樣來自於馬駿團隊
嚴謹的細節考證。馬駿團隊不無驚喜
地發現，解放軍舉行入城式的前一天乃
至往前再推一個星期左右，貴陽一直都是
陰雨綿綿，正應了貴州「天無三日晴」那句
老話。沒想到11月15日一覺醒來，居然雲開
霧散、藍天白雲，正所謂「解放區的天，是晴
朗的天」。
馬駿還特別考證了解放軍入城的時間起始節

點，乃上午10時。彼時，初升的太陽，明快
地打在人們尤其是行進中的解放軍戰士臉上、
身上，也打在兩邊街道高處的建築物上，打在
「貴州銀行」、「同濟堂」、「冠生園」、
「啊嘛照相」、「築益酒家」的牌匾或旗幌
上，這些都是老貴陽耳熟能詳的百年品牌，有
些還綿延至今。這一筆筆明快的陽光，無疑就
是「神來之筆」，巧奪天工，點亮全篇。
「神來之筆」點亮了周圍的世界，並形成了
強烈的「代入感」，觀眾不知不覺就回到了那
個年代，甚至誤以為自己就在畫中，或者就是
那個吹奏嗩吶的高坡苗胞，或者就是燃放鞭炮
的懵懂小童。

●●欲看更多作品欲看更多作品，，
請掃二維碼請掃二維碼。。

時值中國共產黨百年誕辰之際，油畫《強渡烏江》等5幅貴州畫作，日前入選中宣部

面向全國徵集黨史題材美術作品活動，並將由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下稱黨史館）

集中展陳並永久收藏。

鮮為人知的是，《強渡烏江》從萌發衝動到最終落筆、定型成

稿，並以如今的樣貌示人，作者前後花了超過40年時間。馬駿，當

年的青年水電工、如今的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貴州民族大學美術

學院基礎教研室主任和碩士生導師、貴州大學碩士生導師，在講述

了這張畫背後的故事之後稱，某種意義上，這一歷時40餘年的創作

過程，其實就是在崇山峻嶺和深切峽谷間追尋足跡，更是在教科書

外重返歷史現場、在細節中學習黨史並從中受到教育的過程。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亞明

●●馬駿在工作室馬駿在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