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理斌
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副教授、博士北京劳动者

之之歌
□本报记者 杨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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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起， 北京市总工会就与中央美
术学院合作开展劳模主题艺术创作活动 。
该活动以首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先
进事迹为创作题材， 用艺术记录当代劳模
的风采。

2020年劳模写生展即将在劳动人民文化
宫开展。 日前， 本报记者走进中央美术学
院部分艺术家的工作室， 采访了为劳模创
作的艺术家， 听他们讲述用艺术向劳模致
敬的故事。

要画出劳模的精气神

□本报记者 高铭 文/摄

“作为一名画家，我非常愿意为劳模画像。 通
过我的作品去表现他们的精神状态， 让更多人受
到劳模精神的鼓舞， 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同时， 我觉得这也是画家用画笔与时代对话的一
种方式， 通过画笔为劳模画像， 也是在为时代造
像。” 提起为劳模画像的经历， 夏理斌激动地说。

夏理斌是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副教授、 博士。
这已经是他第四次参加为劳模画像的工作了 。
“我这次负责为新当选的全国劳模刘奎生画像， 前
后用了三周时间才完成作品。” 夏理斌说。 毕业于
中央美术学院的夏理斌， 先后师从靳尚谊、 孙为
民、 杨飞云、 朝戈、 胡建成、 张元等美术界名教
授， 他的作品具备了学院派的扎实功底和严谨的
艺术风格， 被学术界誉为年青一代 “学院派的典
型代表”。 虽说在画画上， 夏理斌属于实力派， 但
是在为劳模画像这件事上， 他却不敢有丝毫地松
懈。 在夏理斌眼里， 和通常的肖像画相较， 两者
既有相同的地方， 也有很多不同。 “相同的是都
要通过绘画语言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内心
世界的状态。 不同的地方是为劳模画像有其特定
性。 每位劳模都是一个领域的杰出代表， 在这个
领域里， 他又会有很多突出的表现。 因此， 首先
要对所表现的劳模有较为深入的了解。 其次， 就
是要构思如何通过贴切的绘画语言准确地表现出
所画劳模的精神面貌 。 这样才能画出劳模精气
神。” 夏理斌介绍道。

为了画好劳模画像， 每次动笔之前， 夏理斌
总会通过各种途径， 尽可能多的了解人物。 往年
除了通过资料以外， 夏理斌还可以跟劳模进行短
暂的直接交流， 从而更直观地感受劳模的性格特

征。 今年由于疫情影响， 取消了 “面对面” 的接
触环节， 这给创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为劳模刘
奎生画肖像前期 ， 夏理斌搜集了大量的资料 。
“有他的优秀事迹、 工作环境、 工作团队等等的介
绍， 之后我就开始构思画面的大小尺寸和尝试不
同的构图方式， 以最大可能表现劳模刘奎生的个
人特点。” 夏理斌说。

通过材料夏理斌了解到， 刘奎生是一名优秀
的首都建设者， 从事建筑行业22年， 凭着扎实苦
干、 勤奋钻研的作风和不怕输、 不畏难的韧劲儿，
从一名基层的技术员， 逐步成长为全能型管理者，
先后参加了 “水务界的鸟巢” 北京槐房再生水厂、
香山革命纪念馆等重点工程建设。 今年年初疫情
突发， 刘奎生更是扛起党员的旗帜， 在除夕之夜
出征小汤山医院， 带领一拨逆行者鏖战46天， 圆
满完成抗疫建设任务， 用行动诠释了对党和人民
的承诺。

最后， 结合人物的职业特征， 夏理斌完成了
刘奎生的画像。 画面构图以工地为背景， 通过人
物的表情和服饰画面表现劳模刘奎生的性格特征、
工作特点和精神面貌， 展现其忠诚实干、 不畏困
难、 勇于担当诠释先锋本色。 夏理斌说： “说实
话， 每次为劳模画像我都特别受感动。 像我画过
的有传统家具的传承人， 也画过高科技人才劳模，
每次作画的过程也是我学习的过程， 我从他们身
上学到了很多， 同时也带给我很多鼓舞。”

刘丽萍
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质朴的美是劳动模范应有的样子。” 中央美
术学院版画系教授、 博士生硕士生导师刘丽萍告
诉记者， “一个时代总要有一些记录， 记录下千
千万万劳动者真实的状态， 他们质朴、 纯真的美，
汇集在一起正反映了当下这个时代精神。” 在2020
年为劳模写生展正式开展前， 本报记者采访到了
央美画家刘丽萍教授。

此次是刘丽萍第二次参与由北京市总工会和
中央美术学院主办、 劳动人民文化宫承办的 “为
劳模写生” 活动了。 第一次时，她的作品以为城市
保障奉献的普通劳动者为切入视角， 生动刻画了
地下500米作业场景中地铁建设工人的劳动瞬间，
引起观展者的共鸣。

此番， 刘丽萍教授为全国劳动模范孙诗兵创
作一幅作品。 因为疫情的原因， 此次绘画没有采
取现场写生的方式， 是由艺术家通过劳模的资料
进行艺术创作。 刘丽萍先是深入了解了孙教授，
“孙诗兵是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获得者、 多项
省部级科技奖励获得者。” 孙诗兵开发出自主知识
产权的液晶显示玻璃基板化学组成， 其成果产生
的产品广泛应用于京东方等面板生产企业和电视、
电脑、 手机、 Pad等终端产品， 其成果解决了 “卡
脖子” 技术， 打破国外技术和市场垄断， 提升了
我国在高技术领域核心竞争力。

刘丽萍了解了孙诗兵教授的成就后， 很敬佩
像孙教授这样的劳动模范， “我们国家因为有这
样的先进人物， 他们的科研成果造福了百姓， 提
升了我国综合实力。” 刘丽萍备受鼓舞， 她感谢
中央美术学院让她有机会再次参与到能够记

录时代的活动中 ， 她要通过她的作品向劳模致
敬， 表达对劳动的尊重。

“我采用水彩的方式画了孙教授做实验的瞬
间。” 刘丽萍告诉记者， 她觉得水彩画可以表现出
劳模朴质的美。 同时， 为了体现孙教授的个人特
点， 她选择了孙诗兵做实验的瞬间进行创作。

创作过程中， 也不是一蹴而就， 为了完美展
现孙教授的劳模风采， 刘丽萍前后画了3稿， “眼
睛是表现的重点。” 刘丽萍介绍， 孙教授专注的眼
神是本次作品的创作重点， 为了画得传神、 深入，
刘丽萍尝试了传统绘画材料和新型绘画材料， 不
同的材料画出的感觉确有不同， 但最终刘丽萍选
择了用传统的绘画材料， 她认为传统材料画出的
感觉更对， 更能表达人物精彩的地方。

为了让作品与展览的气质更加贴合， 创作中，
刘丽萍还与本次展览的项目负责人、 太庙艺术馆
执行馆长岳洁琼充分沟通，“岳洁琼老师给我提了
非常好的意见。”刘教授介绍，“画好后，我将作品给
岳老师看， 她提示， 劳模的手可以画得再细致丰
满一些， 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 为劳模绘画也
要有劳模精神嘛。” 刘丽萍教授认为， 参与到为劳
模造像活动的过程， 其本身也是一个向劳模学习
的过程。 同时， 刘丽萍教授表示， 艺术家有记录
时代的责任， 她非常愿意参与此类有意义的艺术
活动， 为艺术、 为国家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着力刻画出
劳模的质朴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