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农富农”路子宽
吴冠英

（
一
）
参
加
完
全
国
脱
贫
攻
坚
总
结
表
彰
大
会
，

赵
亚
夫
当
天
就
赶
回
了
江
苏
镇
江
。
回
程
路
上
，
看

着
窗
外
春
回
大
地
的
景
象
，
这
位
八
十
岁
的
老
党
员

心
中
涌
动
着
更
加
强
烈
的
使
命
感
。
他
希
望
把
科

技
兴
农
的
成
果
，
写
在
更
广
阔
的
农
村
大
地
上
。

（
二
）
出
生
于
江
苏
常
州
的
赵
亚
夫
，
对
农
村
有

着
深
厚
感
情
。
农
学
专
业
毕
业
后
，
他
被
分
配
到
镇

江
农
科
所
工
作
。
他
刻
苦
钻
研
粮
食
增
产
技
术
，
用

七
年
时
间
蹲
点
为
农
民
提
供
技
术
指
导
。
苏
南
丘
陵

山
区
的
很
多
地
方
，
都
有
他
忙
碌
的
身
影
。

（
三
）
上
世
纪
八
十
年
代
，
赵
亚
夫
转
向
研
究
高

效
农
业
，
提
出
﹃
水
田
保
粮
、
岗
坡
致
富
﹄
的
思
路
。
从

国
外
引
进
的
二
十
棵
草
莓
苗
，
在
镇
江
白
兔
镇
试
种

成
功
后
，
当
地
建
起
上
千
亩
农
业
示
范
园
。
如
今
，
白

兔
镇
及
周
边
区
域
成
了
优
质
果
树
种
植
区
。

（
四
）
退
休
后
，
赵
亚
夫
不
顾
年
迈
多
病
，
志
愿
来

到
江
苏
茅
山
老
区
戴
庄
村
进
行
帮
扶
。
创
建
戴
庄
有

机
农
业
专
业
合
作
社
、
规
划
生
态
科
技
示
范
园
…
…

戴
庄
探
索
出
﹃
产
出
高
效
、
产
品
安
全
、
资
源
节
约
、
环

境
友
好
﹄
的
现
代
农
业
发
展
之
路
。

（
五
）
赵
亚
夫
还
一
直
在
搞
﹃
副
业
﹄
—
—
为
了
更

好
地
帮
助
农
民
，
他
自
制
名
片
发
到
农
民
手
中
，
自
己

也
存
了
两
百
余
个
种
植
大
户
的
电
话
号
码
，
提
供
﹃
热

线
服
务
﹄
。
只
要
农
民
遇
到
农
技
上
的
难
题
，
他
随
叫

随
到
。

（
六
）
扎
根
茅
山
老
区
六
十
载
，
赵
亚
夫
一
直
带

着
农
民
干
、
做
给
农
民
看
。
推
广
农
业
新
品
种
新
技

术
、
培
育
农
村
科
技
人
才
，
他
和
团
队
带
领
当
地
农
民

走
出
一
条
丘
陵
山
区
﹃
以
农
富
农
﹄
的
小
康
之
路
。
如

今
，
这
颗
致
富
的
种
子
在
江
苏
、
陕
西
、
贵
州
等
地
结

出
了
丰
硕
的
果
实
。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大批美术工作者怀

抱“艺术救国”的理想，创作了许多振奋民族精神、

激发人民斗志的美术作品。抗战胜利后，关于抗战

的记忆以各种媒介保存、延续与强化。美术，以直

观可视、感染力强、易于传播的特质，成为礼赞抗战

英雄、弘扬家国情怀的有力方式，在新中国美术长

廊中涌现出一批抗战美术经典。

英雄主义的歌颂

抗日战争期间，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浴血奋战，

涌现出一大批民族英雄。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在

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新连环画创作、国家重大历

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等国家发起的美术创作项目

中，还是在由美术工作者自发、自觉完成的主题性

美术创作中，均产生了大量礼赞抗战英雄的优秀作

品。《鸡毛信》《地道战》《八女投江》《抗日游击战》《狼

牙山五壮士》《铁道游击队》《淞沪抗战——十九路

军》《血战台儿庄》等，这些不同时期、不同画种、不同

风格的作品，描绘了全民族抗战的英雄谱。从战场

将士到文化名家，从铁血男儿到巾帼女将，在丹青史

册中，抗战英雄们共同筑起保家卫国的血肉长城。

詹建俊 1959 年创作的油画《狼牙山五壮士》，

是表现英雄人物的一次成功探索。作品并未刻画

激烈的战斗场面，而是选择了跳崖前一瞬间勇士们

视死如归的悲壮场景。画家用与山石相近的色调、

大刀阔斧的笔触塑造人物，人物组合的外轮廓亦似

巍峨的山巅，与群山相呼应，象征五壮士的精神如

高山般伟大。

同样表现中国人民英勇不屈的品格，王盛烈中

国画《八女投江》与《狼牙山五壮士》有异曲同工之

妙。作品也没有直接表现敌人，而是定格 8 名女战

士边阻击敌人、边相互搀扶走入滔滔江水中的瞬

间。作者以娴熟的写实技巧强化了水墨的表现力，

人物的衣纹局部使用了山石皴法，在一定程度上突

出了人物刚毅精神的艺术表达；精心营造阴云密

布、暴风雨来临前的场景，渲染气氛，增强了悲壮的

历史感；两组人物近金字塔形的构图，则深化了对

人物崇高感的表现。

美术工作者还根据抗战文学作品进行创作，连

环画便是一种重要的载体。上世纪中叶，小尺幅但

故事性强的抗战题材连环画大量印行，让大众在一

种“润物细无声”的氛围中了解抗战历史，感悟抗战

精神。

这些红色经典，皆注重对英雄主义气概和理想

主义精神的表达与发掘，“崇高而伟大”是它们内在

的精神气质。

家国情怀的抒写

14 年的抗战史，充分彰显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伟大民族精神。弘扬伟大民族精神，成为抗战题

材美术创作的重要表现内容。《大刀进行曲》《黄河大

合唱——流亡·奋起·抗争》《风云儿女》《吕梁巾帼》

《1944·中国远征军》等作品，从不同角度刻画了中华

儿女“前仆后继赴国难”的英勇抗争精神，充满浓郁

的家国情怀。

潘鹤、梁明诚创作的雕塑《大刀进行曲》，根据

广为传唱的同名抗战歌曲创作而成。作品充分发

挥群雕的立体优势，从不同角度塑造了身份、年龄、

性别不同的 6 位抗战者——中间，青年指战员振臂

挥刀，指挥战士们奋勇向前，充满力量感；一侧是手

举大刀的农民和持枪冲锋的八路军战

士；另一侧是持手榴弹的地道战能手

和执双枪的武工队员；背后是运送弹

药的年轻妇女。6 人情态生动，充分展

现出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

英雄气概。这组雕塑形象，后来被应

用到抗战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和纪念邮

票的设计中。

根据抗战歌曲创作而成的抗战题

材美术作品，还有陈逸飞创作的油画

《黄河颂》、冯远创作的中国画《保卫黄

河——义勇军进行曲》、全山石和翁诞

宪 2009 年创作的油画《义勇军进行曲》

等。这些作品如歌曲一般激昂，以雄

壮的旋律、奋勇前进的力量感，展现出

抗战时期中国人民百折不挠、坚忍不

拔的必胜信念。

唐绍云 2015 年创作的油画《华侨

在滇缅公路——离别·征程·劫难》，为

观众呈现了更广阔的抗战场景。作品

以“南侨机工归国服务团”为对象，用三

联画的形式进行时空重构，艺术地再现

了华侨子弟参加服务团，冒着枪林弹雨为祖国抢运

军需物资的历史现场。

这些饱含家国情怀的作品，不论是以个体形象

彰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还是以群

体形象表现万众一心的抗战精神，都通过坚毅的形

象塑造，深情礼赞了平凡英雄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

与担当，深化了抗战题材美术创作的精神内涵。

纪念碑式的礼赞

1958 年 5 月 1 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天安门广

场揭幕。除了以碑身、纹饰、文字表达对人民英雄

的敬仰之情，纪念碑还用 8 幅巨大的浮雕表现近

现代史上的革命事件，成为新中国雕塑史上的经典

之作。

张松鹤主创的《抗日游击战》便是浮雕之一。

该浮雕刻画了在青纱帐这一典型环境中，游击队机

动灵活打击侵略者的场景。其中的人物有男性也

有女性，有青壮年也有老人，体现了抗日战争是一

场全民抗战的民族战争；背景的青松、高粱则表现

了战斗环境和游击战的出其不意。汉白玉的质感

与队伍的流动感相映，让浮雕的艺术表现灵动又不

失庄重。

纪念碑式的审美模式，也被运用到抗战题材绘

画创作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王

迎春、杨力舟创作的中国画《太行铁

壁》。作品采用一种新型纪念碑式的

构图，将抗日将领和众多无名英雄的

形象，与巍峨的太行山融为一体，如同一道道坚不

可摧的屏障，呈现浮雕般的艺术效果，既在语言形

式上有所突破，又用象征手法深化了“太行铁壁”的

寓意。

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创作的抗战题材美

术经典，尽管形式风格各异，但都是对历史的记录、

对英雄的礼赞、对抗战精神的弘扬。丹青绘就史

诗。在品味这些红色经典的过程中，抗战精神在人

们心灵深处刻下印记、树起丰碑，激荡着奋勇向前的

力量。 （作者为四川美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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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美术经典

铭刻记忆 树起丰碑
屈屈 波波



▼

王
盛
烈
中
国
画
《
八
女
投
江
》
。

▼詹建俊油画《狼牙山五壮士》。

▲潘鹤、梁明诚雕塑《大刀进行曲》。

▼芝兰港（水彩） 吴长江 ▼青海互助民居（中国画） 王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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