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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文/摄

“新时代劳模的进取精神让我感动”

□本报记者 边磊 文/摄

为劳模塑像是件光荣的事儿

生于1969年3月的夏华， 现任依文
集团董事长。 曾荣获 “全国三八红旗
手 ”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 等荣誉 ，
今年更是荣获 “全国劳动模范” 荣誉
称号。 对于为她画像的中央美术学院
教师王希民来说， 这是与劳模近距离
的一次接触， 一次心灵的对话。

出生于1992年的王希民， 几年前
曾参与了在太庙为劳模画像的活动 ，
有过一次与劳模的接触机会， “我以
前对于劳模的印象很固定， 还总是停
留在老一辈劳模的样子， 这次为全国
劳动模范夏华画像， 让我对新时代劳
模的认知更丰富了。 她是劳模， 更是
值得我们年轻一代尊敬和学习的前辈
和榜样。”

因为疫情的缘故， 王希民并没有
见到夏华本人， 只能借助一些照片和
资料来了解夏华的事迹， 对王希民来
说， 想画好劳模， 首先要对劳模有一
个总体上的印象， 为此他收集了大量
的资料， 在收集、 阅读资料的过程中，
王希民对夏华的认识程度和敬佩程度
与日剧增： 夏华缔造了不少民族品牌，
将中国式的生活哲学和文化内涵植入
时装。 用十六年聚焦传统手工艺和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以公益情怀创
立中国手工坊， 为贫困地区上万名绣
娘在深山中建造绣梦工坊； 她多年来
积极投身社会慈善事业和各项公益活

动， 连续十年出资治理阿拉善区域沙
漠化﹔ 汶川及雅安地震， 她号召企业
家和知名人士一起帮助同胞重建家园，
捐赠数百万元用于孤贫先天性心脏病
患儿的手术治疗项目。 她先后为北京
2008年奥运会、 残奥委会开闭幕式全
体工作人员， 2009年国庆群众游行方
阵、 2019年国庆的10个群众游行方阵
和部分联欢方阵制装。 今年在疫情期
间更是积极发挥劳模作用， 带头捐款
捐物。

“作为一名全国劳动模范，作为一
名前辈，依文集团董事长夏华真的是实
至名归的，你看她带领绣娘传承创新了
中国的民族工艺，并走向世界，还为贫
困山区上万名绣娘提供就业机会，创新
扶贫新模式；此外，参与多类型的社会

公益，真是很了不起！ 太值得我们年轻
人学习了。 在了解她的过程中，劳模在
我心里的形象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立
体！ ”王希民告诉记者。

为劳模画像的时间只有十余天 ，
王希民尝试了不同场景化的表达： 比
如夏华带领绣娘走出国门、 夏华参与
创新扶贫活动……

“我后来发现， 单一的场景化表
达很容易把人框住， 很难真正立体化、
全景式呈现夏华作为一名全国劳模的
精神内核， 所以我就放弃了某种场景
化的呈现， 采用了最简约的方式， 以
藏蓝色服饰为背景色， 在刻画劳模时，
着力体现她致力于推广东方之美的含
蓄、 典雅， 同时又把她的自信、 开朗、
进取精神呈现出来！” 王希民跟记者分

享他的心得。
在为夏华画像时， 王希民特别用

力刻画了她的眼睛： “我发现无论参
加什么活动的她 ， 眼睛都是明亮的 、
有光彩的， 带着时时探索、 时时进取
的劲头。”

很快王希民便为夏华画好了像 ，
画像上的夏华身着藏蓝色西装， 戴着
眼镜， 眼睛里的光透了出来， 温暖而
有力量。 整幅画像里的夏华， 既有东
方女性的婉约典雅 ， 又透露着知性 、
干练和积极的进取精神。

“作为90后， 能有机会为劳模画
像，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很好的学习
机会。 新时代劳模身上那种拼搏精神、
奉献精神， 特别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
传承！” 王希民感慨地对记者说。

中央美术学院教师

夏理佳

夏理佳并不是第一次为劳模塑像。
早在读研究生时， 他就参与了劳

动人民文化宫组织的为劳模塑像活动。
那时， 他还是学生， 跟着导师一起与
劳模面对面塑像， 通过聊天和日常的
接触， 深入了解每个劳模的性格特点。

今年则不同， 夏理佳已经是中央
美术学院的老师了 ， 也开始带学生 ，
同时博士在读。

手头忙着很多事的夏理佳， 依然
参与到为劳模塑像的公益活动中来 。
“今年形势比较特殊， 受疫情影响， 不
能跟劳模面对面交流， 只能通过材料
来了解劳模。” 夏理佳说。

夏理佳今年创作的劳模是都一处
烧麦技艺的传承人吴华侠和北京饭店
的厨师刘忠。 受疫情影响， 活动从开
始到交成稿， 只有两周时间。 接到任
务的当天， 他立刻浏览了文字和视频
材料， 并到网上搜索相关的资料， 试
图更立体地了解劳模。

“都一处是烧麦。 烧麦的样子像
一朵花一样， 于是我们为这座雕像命
题 ‘妙手生花’。” 夏理佳说。 雕像中，
身穿白色厨师服的吴华侠手捧一小笼
烧麦， 仿佛捧着一朵绽放的鲜花。 而
劳模刘忠则手捧餐盘 ， 盘中是丰富 、
搭配得当、 很有特色的 “宴会菜”。

雕塑讲究先做 “小稿”， 在小稿的

基础之上进行调整 ， 最终固定形象 。
业务熟练的夏理佳 ， 仅仅用了2个小
时 ， 就完成了 20厘米高的第一稿 。
“手有点低” “头抬得不够高” “主题
性的东西还要再突出一点” ……一边
看着小稿， 夏理佳一边想象着雕塑放
大的样子， 十几分钟便修改完成。

由于时间紧迫 ， 来不及做中稿 ，
这次由小稿直接转入大稿创作。 1.1米
高、 七八十厘米宽的雕塑， 夏理佳一
边创作， 一边进行细节处理。 那段时
间， 每当给学生上完课， 他都会到学
校的雕塑室， 站在梯子上， 聚精会神
投入到创作中 。 衣服的褟子什么样 ，

帽子什么样， 人物的神态动作怎么能
更生动……每个细节， 在夏理佳双手
的雕琢下， 渐渐呈现中想象中的样子。

最终， 两尊大小一致的雕塑栩栩
如生呈现在眼前 。 但对夏理佳来说 ，
依然有遗憾。

“我们做雕塑，其实还是希望能见
到本人、跟对方交谈最好。 这样不仅能
了解对方的相貌， 还能通过交流， 更
能把握人的精神状态和内在气质， 一
个人的性格、 行为习惯， 都能更直接
地观察和感受到。 ”夏理佳说，“了解一
个人后， 并不是完全再现， 而是将作
者的理解加入进去。 美院的学生、 老

师做同一个人， 也都是不一样的， 但
是观众看到后， 都会想到是这个人。”

夏理佳对这些餐饮界劳模有独到
的理解， 厨师对烹饪的热爱， 与一般
人做饭不同， 那是一种超于常人的热
爱， 对自己的作品视如珍宝， 比普通
的东西更珍贵，于是，他将捧着自己“作
品 ” 的两位劳模 ， 对于职业的热爱 ，
和情绪的满足、 欣喜， 全部表现出来。

“遗憾的一点是没有直接交流的
机会， 时间又太紧张， 不然会更好一
点。 ”夏理佳说，“能参与这样的创作活
动，我感到很光荣。 劳模真的非常了不
起，能为劳模塑像，是件光荣的事儿。”

王王希希民民为为劳劳模模夏夏华华创创作作的的作作品品 王王希希民民正正沉沉浸浸在在创创作作中中

夏夏理理佳佳为为劳劳模模吴吴华华侠侠创创作作的的雕雕像像 创创作作中中的的夏夏理理佳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