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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特因为画家的名作而沾光出名，在绘
画史上早已屡见不鲜，但要像一位普通的大
巴山农民邓开选那样做到家喻户晓，甚至让
他曾经生活的小山村都声名远播，却是一件
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情。

515洞窟美术馆2号馆，将向你呈现当
年罗中立创作《父亲》的素描小稿，讲述那段
难忘的创作经历。

《父亲》的原型是房东邓开选老人

2019年11月10日，达州日报社党委书
记、社长何南观，带领 515 艺术创窟驻会学
术主持和尔雅传美公司艺术总监一行，受邀
参加在川美罗中立美术馆举行的“人与城·
影像文献展”之后，与《父亲》的作者罗中立
会面了。

“一次去乡村采风，随行的摄影师不小
心相机掉进大粪池里了，陪同采风的村民毫
不犹豫地跳了下去。单不说化粪池里的沼
气会对人构成生命威胁，那种窒息的气味就
会让人怯而止步。没想到的是，那位老乡竟
然一个猛子扎了进去，将相机拾了起来

……”或许是曾经在达州生活过多年的缘
故，罗中立与“家乡”人聊到了他曾在大巴山
采风时的一些事。“那里的乡民非常纯朴，给
了我无尽的创作灵感和冲动。我创作《父
亲》一画的原型邓开选老人，就是一位极其
纯朴的巴山老乡。”罗中立说。

515艺术创窟艺术季开园活动策展人王
林教授，与罗中立同时期在达州工作、生活
过8年，也许是基于那段相似的生活经历和
对“第二故乡”的特殊感情，这次特意将《父
亲》珍贵的素描小稿送回达州展出。

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罗中立就读川美
附中二年级时，按照学校“深入火热的工农
兵群众中去”的教学要求，来到离家 200 多
公里远的四川省达县地区，在平昌驷马镇双
城村的新村小学执教。

几十年前的那个夜晚，热情的村民里三
层、外三层，将罗中立等来自大城市的学生
围在空场坝里，村长喊着学生的名字，喊到
一个就被一户村民领走。罗中立被一个叫
邓开选的老人领到了他家的土屋里。“他在
那头吸着烟，味道很浓的那种叶子烟，让我
到现在都闻不了烟味。我一直不吸烟，但是
那个时候都习惯了。”罗中立说。

在一个十分陌生的环境里，罗中立很快
与自己的房东邓开选老人搞好了关系。他
与邓家人围坐在灶火前，一边学着编篾筐，
一边听老人讲述大巴山古往今来稀奇古怪
的事情。夜深了就和老人睡在了同一张床
上。

罗中立被平凡、质朴的大巴山的农村生
活深深吸引。他一有空就写日记，这不是一
般的日记，而是用铅笔写下的一大本富有大
巴山农家生活气息的绘画日记……后来，房
东邓开选老人成了罗中立油画《父亲》的创
作原型。

几易其稿后变成了一幅巨形图像

1968年，罗中立从四川美术学院附中毕
业，又选择来到了达州，在达钢厂当了一名
钳工，后成为厂里专门办批判专栏的宣传干
事。

“当年，罗中立与附中同学张尔立一同
分到了达县，罗中立去了达钢，张尔立在新
华书店当美工。我比他们早两年到达县，
分到地区电影公司，后来去了达绵厂，同厂
的还有顾雄。那时，达县的美术创作氛围
很浓，工业系统还专门组织美术组下厂矿
采风写生。罗中立常与达县军分区电影队
的秦文清（著名军旅画家）在一块画画
……”达州市美术家协会顾问向才敏告诉
记者。

1977年9月，国家恢复高考。罗中立考
取了四川美术学院。

次年，将举办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的消
息传来，罗中立决定送作品参展，随后他又
三次回到大巴山寻找创作灵感。

罗中立把邓开选老人所有的照片能找

的都找了出来，能画的都画了出来，然后把
这些综合出来构成一个老年农民的形象。
期间差不多半年时间里，一稿一稿地变化
着。

此前，罗中立构思画的第一稿取名《粒
粒皆辛苦》。

从文献手稿里我们可以读到：为了刻画
“父亲”脸上的皱纹细节，罗中立画了很多彝
族老人的脸作为素材收集，初稿中“父亲”手
中拿的是军用水壶。后来这个形象慢慢清
晰起来，有人看了提议在“父亲”耳朵上加一
支圆珠笔，以此来表示他是一个新社会有文
化的农民。几易其稿后，农民形象的草图变
成了一幅巨形图像，罗中立将其定名为《我
的父亲》。

1980年这年的整个夏天，罗中立几乎都
在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学生宿舍里度过。当
年 11 月，油画《我的父亲》创作完成。几乎
是在最后时间终于通过了当时的四川省美
协的审稿，同意参加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

由观众投票产生的金奖作品

《我的父亲》是中国油画史上前所未有
的一幅巨幅头像，在这之前，还没有人敢用
这样大的尺幅来表现一位普通的农民。看
着眼前满是皱纹苍老的面孔，几乎所有的评
委都被震撼了。

据说，这一天评委们在画像前站了许
久，细细品味着画像的每一个细节。评委吴
冠中建议把“我的”拿掉，就留“父亲”，作品
表现的人物完全是我们上一代的父亲形象
的一个缩影。

1980年12月20日，第二届全国青年美
展终于在中国美术馆拉开了序幕，参展作
品 543 件。对于《父亲》这样一件开创性的
作品，评委们产生了争执，如何给出公正
评价成了一道难题。最后大家想到了一
个好的办法，把评判权交给观众，让他们
来给作品投票打分。如此重要的全国性展
览让观众来打分还是第一次，观众们会选择
哪一幅画呢？

当全国青年美展在北京广受关注的时
候，罗中立正在达州陪伴着即将临产的妻
子。

一天早晨，广播里突然传来了令他难以
置信的消息：罗中立的《父亲》获得当时标志
中国美术界的最高荣誉——金奖。热情的
观众给他的作品投了800多票，比第二名作
品高出了700多票。

油画《父亲》以纪念碑式的宏伟构图，充
满了人性关怀，饱含深情地刻画了中国农民
的典型形象，产生了强有力的视觉冲击力，
深深打动了无数中国人。随后，中国美术馆
永久收藏了油画《父亲》。一时间，关于《父
亲》的美誉之词不胫而走。

如今邓开选老人已不在人世，但因一幅
画作，这里成了“父亲的故乡”和远近闻名的
新景区，备受关注。

罗中立在创作中罗中立在创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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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中立创作手稿里的那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