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文艺创作和传播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创世
神话题材美术作品的创作最近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青年报记者了解到，目前，经过
艺委会专家组评审，约有五十幅大作入选，其余作品或在艰苦创作之中，或根据艺委
会的意见，继续打磨提高。 青年报记者 郦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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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海选”创世神话佳作
和其他文艺领域的创世神话作

品创作基于本地的力量不同，这次创
世神话美术作品的创作采取了全国
海选的方式。不管是谁，只要能创作
出优秀的创世神话作品，都被纳入评
审之列。

所以参与此次创作的艺术家来
自各地，既有来自上海、北京、浙江、江
苏、西藏、内蒙古、新疆等全国各地的，
也有来自海外的，既包括刘大为、冯
远、施大畏这样的画坛名家，也不乏罗
玲、施晓颉、李乐然这样的年轻后辈。
也因此这次创世神话美术作品创作
堪称是美术优秀力量的一次会战。

上海文联主席施大畏也是“中华
创世神话文艺创作和传播工程”组委
会副主任、美术组的组长。他对记者
表示，“在创作中，从来没有要求、规定
大家要有什么风格。无论哪种形式，
都能在上海有一席之地。很多人觉
得上海可爱，这种可爱之处就在于包
容。”从初步入选的作品来看，风格很
多样化，有传统，有当代，也有近乎抽

象的元素，但神话题材的魅力，正在于
它可以充分发挥艺术家个性，激发天
马行空的想象。施大畏说：“上海的城
市精神就是海纳百川，能够包容各种
风格，才能发展成国际化大都市。来
自全国各地、各种风格流派的文人、艺
术家的支撑，打造了上海的文化品牌。

施大畏自己对于中华神话作品
的创作可谓发于“初心”。早在1996
年，他就开始了有关神话题材的创
作，从第一张大禹治水，到为此次美
术作品主题创作的《共工怒触不周
山》、《鲧的故事》，20多年来，施大畏
创作过大禹、鲧、后羿等多个神话人
物。在施大畏看来，每次创作都会对
神话产生不同的理解，“当中华创世
神话的故事传播到公众的心中，神
话英雄的形象和中华民族的信仰也
从心生发。”施大畏说。

作品都是画家自己的神话故事
中国的神话故事很多，而且不少

神话故事有许多版本，有的神话故事
到现在还在发展，如何用画作反映出
来，这完全依赖画家自己的理解，也就

说神话故事的创作注定打下画家自
己的深刻烙印。青年报记者看到这
些画作时注意到，画作风格迥异，手法
也多样，充分地显示了“海选”的特点。

上海美协副主席张培成《涿鹿大
战》描绘了一场壮大雄奇的战争场
面。这是一次很难的创作，因为人物
很多，元素又很丰富。张培成笑着指
出了画中的玄机，原来，画面右侧擂鼓
指挥进攻的是黄帝，左侧头戴牛角盔、
手持斧头的是蚩尤。而要分辨蚩尤
军也很容易，他们头上都带着牛角头
盔。画面下方，许多野兽的形象参考
了古代的画像砖，女魃的形象则明显
受到敦煌壁画的影响。“整个作品采用
了壁画画风，我喜欢壁画的朴素感、历
史感和力量。艺术最本质的就是力
量，人物造型也强调彪悍，有力量的感
觉。”他认为，创作神话题材是民族文
化自信的表现，它让艺术家有可以想
象发挥的空间。创作中需要吸收古
代壁画最原始、最有生命力的东西。

“我们把民族最初的东西赋予今天的
思想，对艺术的发展，对创造今天时代
的艺术都是非常有益的探索。”

上海中国画院专职画家洪健，这
次花了两个月时间完成《神农尝百
草》。由于平时还要承担上海中国画
院美术馆展览部的工作，创作只能利
用业余时间。“我吃了两个月的盒
饭。”他笑着说。为了在大画中表现
这个故事，他把画面分成了两联，一
联是“访草”，一联是“尝草”。画中百
草丰茂，白鹭飞扬，神农赤裸上身与
族人站立在一起，造型写实，如同一
个普通的部落首领。“我把整个故事
看成人类在自然社会的活动，它的神
话色彩没有其他故事那么浓。在创
作中，我让人物处在自然氛围之中，
表现几千年前人与自然亲近合一的
状态。”神农尝百草是为了去除瘟疫，
面中的白鹭除了起串联作用外，也象
征着一种未来的希望。

在评点这些画家的作品时，施大
畏表示，他感到“小小的满足感”。“我
觉得很欣慰，感恩伟大时代，让艺术
家有机会在这个平台上发挥自己的
能量，为平台留下精彩作品。创作工
程也让每个艺术家都在更高层面上，
思考如何表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世神话在美术作品中大放异彩

施大畏：我感到了小小的满足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