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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龙今韵》之一    首张参展奥林匹克运动会的3D立体地画 



《古龙今韵》之二    首张参展奥林匹克运动会的3D立体地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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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地画要选择最佳角度 
    一幅地画，小则数平方米，大则四五百平方米，
就像2008年齐兴华专为大学生音乐节创作的《陨石坑》
就达468平方米。绘制这么大的作品，艺术家不仅要具有
超强的绘画水平，还要有极强的逻辑思维能力。 
    因为尺寸所限，每一幅地画在绘制之前，都要被
分割成几个甚至数十个部分，画家要精确计算出画中每一
个实物的尺寸。待每一部分都绘制完成后再拼接起来拿到
户外展出。所以在绘制过程中，一般人根本看不出画家在
画什么。甚至对于尺寸特别巨大的地画，实地展出时也只
有站在最佳观赏位置才能看出画作的悬妙之处，这也是地
画的魅力所在。比如《古龙今韵》这幅作品，最近处的龙
头只有30多寸电视屏幕那么大，最远处的那个龙头则大过
五张一米二的圆桌。可从照片上欣赏这幅地画，最近处的
龙头看起来最大，而最远处的龙头，小得几乎看不清。 
    地画在中国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人都
抱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态在看作品。在展出现场，齐兴华听
得最多的是两种极端的评价。一种是：这画的是什么呀，
乱七八糟的；另外一种是尖叫：哇！太奇妙了。而第二种
评价，多半是观赏者在镜头里看到自己融入到地画中的情
景时发出的惊呼。甚至还有人不解地问齐兴华，现在电脑
喷绘这么发达，想喷多大喷多大，干吗要费劲地画那么大，
又不好保存？ 
    对于这些评价，齐兴华早已能坦然接受了。虽然
地画展出一段时间后必然会封存到某一个仓库中，可齐兴
华深信互联网的传播能力。“我想大概在地球毁灭之前，
互联网是不会消失的。一般传统的画作看照片和看实物完
全是两种不同的感觉。而我的地画，图片比实物更抓人眼
球。从这点来说，我非常看好我的创作前景。”  
本报记者 贾丽 
制图：张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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