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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在地性美术项目中主题油画创作的实践与研究
——以《云南民族团结誓词碑》为例

孙  超    娄芯怡
（云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0）

作为云南省的专业艺术院校的教师，云南艺术学院油画系主题创作团队长时间致力于云南在地性艺术活动，并积极投入云

南在地性主题油画创作的实践与研究。此次《云南民族团结“誓词碑”》主题油画的创作，本着落实云南艺术学院办学定

位为出发点，实现将思政教育融入艺术创作以及专业教育教学。本文以《云南民族团结“誓词碑”》为例，主要论述了《云

南民族团结“誓词碑”》主题油画创作的过程与重要意义以及云南在地性主题油画创作重要意义。

民族团结；民族性；地域性；爱国主义；中国梦；思政教育

我国是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国土中不同的
地理位置在地貌与气候上有着截然不同的地域性特点。如绿草
如茵，雪峰连绵的青藏；千沟万壑、黄土遍地的陕北；沙海连天、
逶迤连绵的戈壁；不同地域的民族，在形体、外貌有着先天上
的不同。而不同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又会在人的身上留下痕迹。
两者共同造就了具有地域特点的外在形象与内在气质，不同的
地域都承载着很多慷慨悲歌的历史印记。因此诞生了诸多经典
的有着不同地域特点的主题创作作品，比如《狼牙山五壮士》、
《血战台儿庄》、《大庆人》、《春到西藏》等。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到：“ 种族、环境、时代是决定
艺术品的三大要素。而正是我国悠久的历史与众多的民族，才
造就了我国主题性绘画的丰富与深刻。”[1]

作为云南省的专业艺术院校的教师，云南艺术学院油画系
主题创作团队长时间致力于云南在地性艺术活动，扎根云南，
深度挖掘云南的文化与历史，创作如《佤族姑娘》《古色木镇》《入
夜》等等。云南地处我国的西南边陲。因为气候上的巨大差异，
在云南我们既可以看到热带雨林的景观，又可以看到壮美的雪
山景观。与此同时，聚居着傣族、佤族、彝族等 25 个少数民族，
在建筑、服装，宗教信仰、风俗传统等方面有着异常丰富的文
化资源。比如以云南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为题材的的作品：描绘
彝族支系阿细族插秧场面的作品《阿细新歌》，画面洋溢着青
春与欢乐的气息； 描绘云南藏族姑娘劳作场面的《人勤春早》，
画中姑娘勤劳与乐观；包括描绘彝族日常生活的《二月》；描
绘佤族生活的《入夜》，再如以少数民族民族节日为题材的的
作品：《撒尼人的节日》、《欢腾的插花节》，以云南自然人
文景观为题材的作品等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明，一个
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
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2] 民族团结誓词碑是新中
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边疆各民族破除隔阂，形成
崭新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见证，是新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发展的历史见证。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与此同时，为积极
服务于云南省的“三个定位”，云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油画系
在地性主题创作团队决定以云南省普洱市民族团结誓词碑为背
景，创作一幅体现云南民族团结的大型油画主题创作（2.4 米
X8 米）。在建党百年之际，为国家献礼。《云南民族团结 “誓
词碑”》主题油画作品是云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油画系教师以
民族团结主题出发，自发进行的一个大型主题性油画作品创作
活动，作品体现民族团结、民族进步、民族包容、民族一心、
民族发展与民族血性。

此次《云南民族团结“誓词碑”》主题油画的创作，本着
落实云南艺术学院办学定位为出发点，实现将思政教育融入艺
术创作以及专业教育教学，以作品为媒介，使学生学习其创作
背后所蕴含的重大历史内容与精神价值理念，将思政教育与专

业教育、艺术创作相有机结合。在创作过程中，积极鼓励部分
学生参与绘制此次主题创作活动并实时组织学生进行现场观摩
与学习。一方面可以使学生对云南的历史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更加全面的了解云南各民族为民族团结作出的突出贡献。在家
国情怀这一方面对学生进行引导，学习艺术，不单单是对个人
情感的表达。有所学更要有所用，服务社会；另一方面使学生
通过参与此次大尺幅油画作品的创作，体会大尺幅油画创作中
的所需具备的专业能力，并且在此过程中，在专业能力上得到
前所未有的提升。

《民族团结誓词碑》[3]- 布面油画 -300cm*800cm-2021 年

创作前期，2021 年 3 月 31 日至 2021 年 4 月 3 日，云南
艺术学院油画系云南在地性主题创作团队前往云南省普洱市实
地考察以及相关史实资料信息的严密搜集与研究，以史为基。
在当地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前往民族团结誓词园对誓词活动进
行了较为深入了解，同时对《碑魂》的作者鲁国华老师进行了
采访，在红场旁听老师讲述了当时誓词活动的场景，更加全面
深入的了解民族团结誓词碑的历史故事。“我们二十六种民族
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的于此地举行了镖牛，喝
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誓。”[5] 这是民族
团结誓词碑的碑文内容。在新中国成立初期，1951 年在“普洱
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上，当时的思普地区（现今普洱市、
西双版纳州、临沧部分地区）13 个民族代表与当地军政代表“会
盟立誓，刻石铭碑”。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是各民族为牢
记民族团结誓言，坚持党的领导、团结一心，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所作努力的最好见证，它所蕴含的精神感染与精神宣
扬意义重大，是响应国家政策，把云南建设成为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区征程中凝聚心力、续写民族团结不可磨灭的一大精
神助力。

采访过后。创作团队在誓词地点进行了一些列的在地性采
风活动。经过前期的调研与实地采风，用十余天的时间构思绘
制素描与色彩小稿，为再现誓词活动的宏大场面，作品尺幅最
终定为为长卷式横构图，尺幅长达 8 米，高达 3 米。画面内容
选择 26 个民族部分头人代表及党政军代表剽牛宣誓时的宏大、
震撼场面为时间点，展现民族团结这一宏大庄严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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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族团结“誓词碑”》作品创作过程漫长而艰辛，
油画系教师不分昼夜，历时三个月之久才得以完成，期间经历
了不断的修改、推翻与完善。因为作品尺幅较大，人物数量较多，
并且涉及云南 25 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服饰与风俗等问题，为做
到画面内容的严谨性，因此在正稿中对人物情节、造型、动态、
服饰、道具、等内容进行了较为严谨考证与选择，并进行了详
尽的绘制。力求做到采用油画绘制前，尽可能的解决好上述各
因素的素描问题，为后期的塑造与深入奠定较好的基础。虽在
素描小稿中对众但多问题进行了推敲 3 米乘 8 米的画面中所
需解决的问题远远超出了创作团队前期的设想，因此，完成底
层素描历经半个多月。但即便经过了素描小稿与素描正稿中对
画面内容近一个月的推敲，但进入到色彩布置阶段，小稿中的
色彩布置并不能够完全支撑如此大尺幅的画面，画面既要满
足色彩的协调，又要能够与该位置人物的民族相吻合，因此，
在此阶段用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对画面中部分人物的位置与
色彩的对应关系进行调整与协调，虽走了些弯路，但也总结了
色彩小稿中应解决的问题以及后期有可能会出现的问题，这也
为我们后期再次进行大尺幅主题油画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在《誓词碑》进行绘制的过程中，每位老师都会有其他的教学
任务，可以说能够用来绘制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但作为一线
教师，课堂、学生肯定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因此完成《民族团
结誓词碑》的绘制，就需要创作团队的教师们更多的付出个
人休息时间，每天下课后在创作教师画到凌晨一两点是常态，
包括周六日，基本上三个月无休。已成家的教师更是几乎没有
陪伴爱人和孩子的时间。参与此次创作的教师都投入了极大
的时间与精力。因为大家都希望能够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为“建党百年”献礼。同时给学生树立一个榜样，因为不可
否认的是惰性是在学生中普遍出现的一个问题，很多宝贵的
时间是被用来虚度、荒废的。借此次创作的机会，已行育人，
而不是单纯的已言育人。

中华民族本就多元一体，民族团结一直是国家、人民的坚
持与共识，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与显著特征，加强、改进民族工
作更是重中之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与显著
特征，《云南民族团结 “誓词碑”》作品的创作正是云南艺术
学院美术学院油画系作为人民教师，紧跟政策与时代步伐，以

云南在地性主题创作为切入点，将民族工作贯穿其中，传扬国
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爱国主义精神，自主响应国家关于民族工
作的政策举措号召。《云南民族团结“誓词碑”》的创作是云
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油画系教师们作为从事创作的专业人士，
时时关注并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顺应历史潮流，主动服务
于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云南提出的“三个定位”发展要求以及学
习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所发表的重要讲话
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事业作出应尽贡献的必然结
果。《云南民族团结“誓词碑”》作品所传达的理念正是自主
服务于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云南提出的“三个定位”以及学习遵
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所发表的重要讲话精
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牢记“国之大者”，结合在地性地域特征及民族情结，再现云
南民族重大标志性历史事件，传扬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民
族团结誓词碑》主题油画创作很好的契合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民族会议上的重要精神，这对我们创作团队来讲有着极大的
鼓舞作用，同时更是坚定了我们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贡
献出自己的一份力的决心。在日后更加努力的投入到创作中。
作为云南艺术学院的教师，首先要对自身有着严格的要求，做
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传播者、推动者。一方面做
好青年学生的引路人，另一方面做好社会主义的扛旗手。

油画作品《民族团结誓词碑》创作完成后，得到了普洱市
市政府的认可，受邀参加普洱市建党百年主题画展，并获得社
会上的一致好评。之后又受邀参加昆明市西山区政府举办的建
党百年油画展。同时关于《民族团结誓词碑》主题油画创作的
报道得到了中国网、新华网等网络媒体与光明日报的发表。在
社会上得到了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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