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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9月，董希文带领中央美院的学生又
一次到敦煌莫高窟考察写生。当时全校的毕业
班除版画系外，油画、国画、雕塑共三个系的毕业
班约30人一同前往敦煌。

当时董希文先生在学生中威望很高，大家私
下都尊称他“董大师”，他确实具有一种让人钦佩
的大师风范，高高瘦瘦的身材，文雅的谈吐，平时
总是不苟言笑，眉宇间透着一种威严，让人不由
自主地产生一种敬畏之情。当时火车行走很慢，
大家坐的都是硬座席，车行至甘肃，特别是过戈
壁沙漠时，九月末的夜晚异常寒冷了。学生们连
忙让出座位，请老师躺下，但董希文摆摆手，仍然
紧紧裹着被子端坐在那里。

火车开到离敦煌城不远的红柳园站，他们要
在车站上等汽车到敦煌城，然后再转车至莫高
窟。在候车室等候的时间很无聊，大家坐在地上
围成圈打扑克，董希文先生也和学生们一起玩，
他说他只能做最简单的“拉驴”。董先生平时不
苟言笑，逗他笑很不容易，这次他屡战屡输，有同
学就大喊着“董先生又输了”，这时他才不好意思
地嘿嘿笑起来。

在敦煌城住了一晚，第二天坐着敞篷卡车，
通过沙漠中的一条小路到了目的地，当董希文和
学生们看到“莫高窟”三个字的牌坊时，一下子欢
呼起来。董希文的眼睛湿润了，他看着不远处密
密麻麻的洞窟，默默说：“莫高窟！我又来了！”

他们来到莫高窟后，面对洞窟里的壁画，董
希文仍抑制不住当年壁画给他带来的激动。他
让每人自选一段壁画临摹，并分别予以指导。董
希文为学生们讲述敦煌壁画中那些忽隐忽现的
现实主义表现；讲述敦煌壁画的色彩规律、形式
处理、艺术手法。同时，还为大家讲述壁画里的
各种故事。

在敦煌那段时间，学生们先后看了敦煌文物
研究所临摹的敦煌复原壁画，视觉感受是非常鲜
艳的，大红大绿的，但进莫高窟洞窟看到的壁画
颜色变灰了，就十分纳闷。董希文说：当年强烈
色彩的壁画效果是真实的，你们可以想象当时的
人在这里朝拜，整个洞子里都是烛光，那种色彩
的效果是非常辉煌的，但是经过千年的风化，颜
色自然淡了，这就需要我们动用想象力了。

董希文对学生们说：在唐代壁画中，可以看
到朱砂鲜丽的红色和青石、青绿并置在一起产生
的对比所造成的动人效果。壁画的色彩以平涂
为主，也吸收了希腊、罗马与印度艺术的精华，采
用晕染的手法画人物的脸部。

董希文以第329窟《说法图供养菩萨》为例，
指出壁画的艺术手法是指线描造型，敦煌壁画继
承了中国五千年的优良传统，使用毛笔做工具，
无论是哪一种描法，都能塑造出简练、生动的艺
术形象。线描是中国造型艺术的重要手段，并且
可以运用在油画创作中。

空闲时由段文杰老师带学生们参观研究所
的工作室和住处。那时生活条件很苦，交通也不
方便，很多生活用品如桌椅板凳都很难解决。看
到他们的宿舍用的餐桌、坐凳甚至床铺都是用砖
垒成的，听闻职工的孩子们都长到十岁左右了，
还从未离开过这沙漠中的莫高窟，更不知外边的
世界是什么样子，学生们议论说：这里的孩子真
苦！董希文听了后说：他们的父母，为了敦煌艺
术的研究工作，到这样艰苦的地方来，孩子们的
知识教育也受到很大影响。我想任何有意义的
事业，有收获也会有牺牲。随着国家的发展，以
后这些问题都将逐步得到解决的。

第二次敦煌之行，董希文给学生们介绍莫高
窟壁画时首先花大量的篇幅讲解它的历史，让学
生们广泛地理解敦煌艺术，在敦煌学已经被人们
普遍关注的今天，我们完全理解他的用意。

董希文先生年轻时曾在敦煌下过近三年苦
功，考察并研究临摹了大量洞窟壁画，敦煌艺术
深刻地影响和丰富了他的美学思想和艺术创
作。他提出了“油画中国风”的理论，并为此鞠躬
尽瘁，孜孜不倦。董希文最爱讲的一句话：“一笔
下去负千年重任。”正透露出他对绘画艺术的深
切情感和最高期许。 撰文/张自智

油画《开国大典》作者
董希文的两次敦煌之行

董希文1914年5月出生于浙江省
绍兴县柯桥镇光华溇村。1918年董家
举家迁往杭州。父亲董萼清是一个古
玩收藏家，董希文少年时受家庭重视新
学影响，同时对中国宋元明清绘画及瓷
器多有接触而喜爱，埋下中国传统文化
的种子。1932 年高中毕业后，按照父
亲的愿望考入了工学院，一年后，不顾
家人的反对，放弃了学业重新投考，考
入了苏州美专。那年董希文 18 岁，开
始了他的绘画艺术生涯。两年后又转
入了国立杭州艺专。

1938 年暑假，国立杭州艺专迁往
贵州，这是董希文生活最为颠沛流离的

一段日子。迁往西南的学校生活异常
艰难，不仅油画颜料难以找到，就连速
写所用的笔和纸都非常珍贵，学生的生
活更是处在饥寒交迫中。虽然环境如
此艰苦，董希文却坚持画速写，为自己
以后的创作收集素材。

1942 年董希文和自己的未婚妻
张琳英来到了重庆。这年夏天，董希
文在重庆观看了教育部艺术文物考
察团举办的“敦煌艺术及西北风俗写
生展”，立刻被博大浑厚的敦煌艺术
深深地感染。董希文认为油画的民
族化，就必须引入大量的中华民族所
特有的元素，敦煌保存下来的中国历

代壁画或许能够启发他的创作。他
下定决心，必须去敦煌，只有在敦煌
壁画中才能找到突破口。动身前与
张琳英以登报告之的简朴方式在重
庆结婚。

那时，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在
创建，作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的常书
鸿从重庆赶赴甘肃兰州，进一步开展
筹备工作。董希文和自己的老师常
书鸿联系，表达想去莫高窟的愿望，
很快就获得了常书鸿的同意。就这
样，董希文放弃原在重庆中央电影摄
影厂美术组字幕员的工作，拟定敦煌
之行。

1943年7月，董希文和张琳英踏上
了西行之路。其时，国难当头，信息不
通，交通不便。他们先是乘坐卡车，然
后转乘毛驴车，再转骑骆驼，就这样晃
晃悠悠了三个月之久，才来到被沙漠包
围的敦煌。

1944 年初，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成立，常书鸿任所长。董希文、张琳英
等人成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第一
批工作人员。敦煌研究所成立之初，壁
画临摹无疑是最重要的任务。董希文
被委以重任，负责壁画的临摹工作。常
书鸿在他所著的《九十春秋》中记载：

“希文是我相当看重的门生，他来了，我
仿佛添了左膀右臂。我要他带着琳英
着重临摹壁画。”

敦煌壁画给董希文带来巨大的震
撼，他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壁画临摹
中。敦煌莫高窟保存着中国十个历史
时期的壁画，董希文尤其注重唐以前
的壁画，特别是六朝北魏的壁画非常
重视。他说：“试想当时石窟里的壁
画，在许多油灯和烛光的闪耀下，那富
丽的色彩，何等辉煌，它充满激情，牵

动着人们的心灵。这是历代无名画工
精心创作，经过长期的熏陶，便形成了
人们对绘画艺术的欣赏习惯。它就是
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风
格。”

董希文临摹了敦煌北魏壁画中的
《太子舍身饲虎图》《九色鹿长卷》《萨埵
那太子本生故事》等等。恰巧，这一年
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在敦煌佛
爷庙发现了一批六朝初期的彩绘砖，董
希文临摹了其中的大量内容。

董希文在莫高窟临摹的那幅《萨
埵那太子本生故事》，不是以旧作旧地
复原古画，而是大胆地将鲜艳的红绿
色彩还原到想象中初画时的状态，把
一个极富牺牲精神的动人故事，以自
己的热情描绘出来。由此看出他向古
人学习的同时所兼具的创新意识。他
还选择临摹了北魏时期的《鹿王本生
故事》等等，享受大笔挥洒的奔放趣
味，可以说在他年轻时就已经存在了，
这个特点在他后来的创作中总能看
到。

董希文在敦煌工作期间，因气候条

件所限，有时临摹工作无法长期展开，
因此得到了很多外出写生的机会。董
希文写生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围绕莫高
窟所展开的人物及风景刻画，也有对西
北的风土人情的速写。他还绘制一幅
完整的纸本水粉“莫高窟全景图”。为
了精准地表现各窟，董希文还充分利用
了色彩，且发挥水粉色薄、透、润的效
果。此画成为一幅充分发挥线条与色
彩特性的精彩之作。

在敦煌工作的近三年时间，不仅让
董希文汲取了大量的中国传统绘画的
营养成分，也让他接触到了“大漠孤烟
直，长河落日圆”的雄浑，更为重要的是
西北广袤的戈壁滩开阔了他的视野心
胸，使他走出了江南水乡的柔美，带上
了西北戈壁雪山的广阔。董希文也找
到了大量的创作题材，为他探索油画中
国化之路提供了艺术修养和素材的准
备。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了，董希文
也筹划返乡。这年冬天，他和夫人张琳
英依依不舍地告别老师，离开了敦煌，
带着孩子回到故乡与父母团聚。

董希文是“油画中国风”的倡导者
和实践者，敦煌壁画对他“油画中国风”
的实践过程中产生过深远影响。

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在敦煌临摹
期间，他就尝试在《苗民跳月》等作品
中将敦煌壁画手法与西画融合。1948
年，他创作的《哈萨克牧羊女》明显受
敦煌壁画影响，人物、动物、牧民帐篷
等用线造型，以平涂法敷色。1949
年，他以民间年画和敦煌壁画结合的
手法创作水粉画《北平入城式》，构图
饱满，情绪热烈。色彩与造型的重复

性节奏造成的壮阔声势是敦煌壁画的
一个艺术特点，被董希文运用在完成
于 1960 年的作品《百万雄师渡长江》
中。之后，董希文发表的多篇论文都
出自对敦煌壁画实践的总结和升华，
如《关于壁画的形式和制作》一文对敦
煌壁画从墙面制法到色彩等进行了详
细阐述。

1946 年他在兰州、苏州等地举办
“董希文敦煌壁画临摹创作展览”画
展 ，同 一 年 到 国 立 北 平 艺 专 任 教 。
1949 年后三赴西藏，深入生活，写生

创作。
1952 年，38 岁的董希文在北京西

总布胡同的一个小房间里，仅仅用了两
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他的那幅最出名的
代表作《开国大典》。这幅作品一问世，
便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由衷的喜爱。这
幅作品画面中的天空、建筑装饰、灯笼
和地毯都吸收了敦煌壁画的塑造因
素。在色彩构思上卓有成效地达到了
董希文孜孜以求的敦煌壁画的民族气
派，为油画的民族化走出了一条新路，
影响深远。

董希文，中央美术学院教授，1953 年创作的《开国大
典》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画库。该作品描绘了1949年10
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的场景。1943 年，董希文到大西北的劳苦民众中体验生
活。他用三年时间临摹了大量敦煌壁画，并结合现实生活
进行创作，在油画民族化的道路上迈出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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