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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解放战争走向胜利的铿锵步伐，一座座城市宣

告解放，人民解放军陆续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展现其高昂

的士气，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与此同时，出现了一批以解放

军入城式为主题的美术作品。新中国成立后，不少美术工

作者持续从不同视角、以各种形式诠释这一主题，其中以对

北平、南京、上海三座城市欢庆解放的描绘最具代表性。

采用不同绘画方式

1949 年 1 月 31 日，大年初三，北平和平解放，古都获得

新生。2 月 3 日，正月初六，人民解放军举办盛大的进驻北

平入城式。以北平和平解放为主题，前后有 3 位美术工作

者创作的 3 件作品，堪称经典之作：一是董希文 1949 年创作

的水粉画《北平入城式》；二是赵域 1957 年创作的油画《古

城之春》；三是叶浅予 1959 年创作的工笔画《北平解放》。

3 位创作者表现的事件是相同的，对象的时空关系也

是一致的，但采取的绘画方式不同，所设置的情境也有所差

别。如董希文设置的情境是“欢迎”——采用交织的构图，

表现了扭着秧歌、打着腰鼓的群众迎接部队，并将部队彩车

簇拥在中间的场景；赵域设置的情境是“进驻”——利用略

带透视缩减关系的横向线，展现了坦克部队的入城场景，同

时描绘了路边市民献花的情节；叶浅予设置的情境是“喜

庆”——红旗招展，各种人物挥舞的手势成为最突出的身体

语言，一切都沉浸在喜悦与欢乐的海洋中。

这三种不同的情境设置，与创作者的观察视角及自身

经历有关。赵域曾在《东北画报》从事革命美术工作。这样

的经历使他对入城式的感受不同于董希文与叶浅予，其叙

事主体是人民解放军。董希文和叶浅予均在国立北平艺术

专科学校（中央美术学院前身）任教，都在北平解放时参加

了庆祝活动，同时，两人也都是北平居民，所以其叙事主体

自然就围绕迎接解放的北平市民展开。

相对而言，董希文的作品更有现场感。在他笔下，上午

10 点入城式开始时升上天空的四颗照明弹，像礼花一样绽

放。董希文更多描绘了当时的心情，其采用的平涂色块的

装饰画法，带有民间美术风格，语言的象征性因素比较突

出，这与几年前他在敦煌的艺术经历有关，与绘画民族化的

思想观念有关。

叶浅予的作品给人以从容大度之感，画面空间进一步

打开。从天坛祈年殿至长安街牌楼，人群极为密集，却被画

家安排得井然有序。秧歌队、大学生的欢迎队伍、争先恐后

上前与人民解放军握手的市民等，每个人物都生动活泼而

有趣，体现出叶浅予敏锐的观察能力与娴熟的造型能力。

穿插在人群中的地标性建筑，则象征着古都幸免于战火的

难能可贵。

突出不同表现主题

1949 年 4 月 23 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革命的红旗

飘扬在曾经的“总统府”上空，中国历史由此翻开新篇章。

1957 年，杨建侯创作了油画《解放南京》。画面上，南

京“总统府”硝烟弥漫，人民解放军的坦克部队迎面驶来，被

欢迎的人群包围着。其绘画主题是“握手”：一位市民代表

正和一位解放军首长握手，而四周群众也争先恐后地与站

在炮塔上的战士握手。“握手”是中国传统礼仪，最初的含义

是表示“友好”，手中“没有武器”，也意为“和”或“合”，这里

表示“祝贺”“感谢”及“相互鼓励”。这些情节都是画家设计

的，也合乎情理。在这里，市民成了城市的主体象征。

1977 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约请陈逸飞、魏景

山合作完成油画《占领总统府》，其绘画主题则是“占领”，突

出表现解放军战士冲进“总统府”，登上门楼，升起红旗的历

史瞬间。这件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经典之作，以高视点、大

视野，聚焦红旗升起的那一刻，气势磅礴，渲染出革命胜利

的喜悦氛围。艺术家的造型能力非常强，对每一位人物的

观看角度都反复推敲，每一个细节都相当考究。所以，画面

中的每个人物都表现出鲜明的个性，每个动作都有相应的

情节支撑，可以展开叙事，引发想象，带领观者深入到作品

中。创作者还适当运用了象征手法，如被扯下的敌人旗帜，

飘落在“总统府”门楼边沿，象征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

灭。而站在门楼顶端的战士，犹如一座纪念碑式的群雕，被

定格在这一历史瞬间。

对“总统府”门楼上“扯旗”与“升旗”的表现，使得画面

极具仪式感。这一情节初见于新华社随军记者邹健东拍摄

的照片。在陈逸飞、魏景山的笔下，这一历史画面得到艺术

性再现，人物动作被重新组织，情节也有了变化。为了完成

创作，两位画家深入部队、走访老战士、实地考察南京“总统

府”、制作雕塑小稿……力求以写实的手法还原历史现场，

同时展开想象、实现艺术升华。最终，作品以俯视的视角再

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让观者仿佛置身于历史现场。

再现不同历史瞬间

1949 年 5 月 27 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当时中国最

大的城市上海宣告解放。这天清晨，上海市民打开家门时，

惊奇地发现雨后湿漉漉的街道上，整齐地睡满了和衣而卧

的解放军战士。严守军纪，不入民宅，是人民解放军送给上

海人民的“见面礼”。

1979 年，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现上海油画雕塑院）副

主任肖峰与他的妻子宋韧，用画笔艺术地再现了这份“见面

礼”，共同创作了油画《拂晓》。画面中，陈毅同志在黎明前

的上海街头巡视，一则展现了部队严格执行纪律的情况，二

则体现了人民军队新型的官兵关系。这一切，都可以从人

物的表情及动作中一一读出。这里，创作视角变化了，不是

描绘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而是表现人民解放军入城后与这

座城市的关系。肖峰和宋韧以写实的绘画语言，提炼情节，

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突出了“人民军队爱人民，人民军队人

民爱”的情感描绘。

盛大的上海入城式于 1949 年 7 月 6 日举行，走在队伍

前面的有坦克部队、炮兵部队、骑兵团等等。在欢庆队伍

中，新安旅行团的腰鼓队表演尤为精彩，鲜红的绸带伴随鼓

槌上下飞舞，激昂的腰鼓声响彻城市上空。这种陕北农村

最常见的欢庆形式，将胜利的喜悦传递到南方各大城市。

但在绘画上，以“欢庆锣鼓”作为主导性情节来表现入城式

的作品并不多，目前可见的有 1949 年黄志坚创作的、表现

广州入城式的中国画《腰鼓》等。

1956 年，蔡振华和陈烟桥合作完成套色木刻版画《解

放上海》。作品表现了接受检阅的坦克、车载大炮队伍经过

上海市区时，人民群众夹道欢迎的情景。街道两旁红旗招

展，男女老少欢欣鼓舞，现场气氛热烈欢腾。创作者以市民

向战士们献花作为主要情节，体现了军民鱼水深情。此外，

陈树东油画《入城式》也是一件表现庆祝解放的优秀作品。

创作者在画作标题中没有点明具体城市名称，并在创作中

采取了朦胧、模糊、印象式的处理手法，表现出入城式的宏

大场面和热烈氛围。这件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其绘画性

——突出颜料材质与图像的斑驳，以浑厚而苍茫的视觉感

受回应那段历史。

品味这些红色美术经典，不仅可以让我们感受艺术表

现的独特魅力，了解主题创作的多向性与艺术形式的丰富

性，更让我们在具体的情景中聆听历史的声音，汲取精神的

力量。 （作者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定格走向新生的历史时刻
——艺术视野中的解放军入城式

郑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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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式设计：赵偲汝

6 月 16 日，由中央宣传部、

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伟大征

程 时代画卷——庆祝中国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 美 术 作 品

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400
余件不同历史时期的佳作，组

合成绵延的画卷，生动展现了

党的百年光辉历程，见证着党

领导文艺所结出的丰硕成果。

党史的厚度，让展厅成为

感知峥嵘岁月、接受思想洗礼

的精神场域，凸显艺术跨越时

空的力量。

400 余件美术作品，如同一

个个历史剪影，按照“序篇和开

辟新天地”“建设新中国”“迈步

新时期”“奋进新时代”4 个篇

章依次排布，全面展现了中国

共 产 党 带 领 中 国 人 民 进 行 革

命、建设、改革，走向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每一件

作品，都是党史这部教科书的

一个生动注脚，通过对党史中

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

物的艺术再现，丰盈历史的血

肉，彰显百年党史的鲜活、立体

和厚重。

在这里，不仅可以通过品

味红色经典重温党史，还可以

通过许多党员画家所描绘的时

代画卷、所塑造的党员形象，进

一步深刻体悟共产党人的初心

与使命。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

代，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笔，

或鼓舞民族斗志，或宣传党的

主张。像地下党韩乐然，不仅

以照相馆为掩护建立我党情报

机构、以绘画写生为掩护开展

对西北国民党军政要员的统战

工作，还被誉为“中国研究克孜

尔石窟艺术第一人”。他的油

画《向着光明前进的藏民》，用

春之灿烂，暗喻心之向往，向观

众诉说着革命的理想与追求。

在繁荣富强的和平年代，他们

或服务乡村振兴等党和国家的

中心工作，或为新时代再绘新

图。比如，广东画院副院长冯

少协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创作油画《中国共产党党员——钟

南山》，向勇于担当的时代先锋致敬。

如今，越来越多的美术工作者倾情描绘新时代。《贵州“天眼”》

《高铁进山啦》《二〇一五年九月三日大阅兵》《助梦》《最美太湖水》

《建设中的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奋进新时代”篇章，汇聚 100 多

件新作，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集中呈现了近年来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新成果。

这些新作描绘了身边人、身边事以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细致入微，贴近现实，进一步提升了观者的民族自豪感。

丰富的时代信息，让展览成为以美育人、形式多样的美育课

堂，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以百年党史为主线精心策划的展览，也是一部浓缩的百年中

国美术史。据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介绍，此次展出的作品，主要

遴选自中国美术馆近 13 万件馆藏，经数轮评审，在对作品的价值

进行深度发掘的过程中，让不少在库房沉睡多年的藏品，如延安时

期的版画等，得以重新面世。此外，为确保展品的经典化程度，让

展览叙事更完整，展方还从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艺术机

构借展，加上 2017 年以来文旅部组织的“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

目”两批创作成果，以及新征集的作品，全面展现了百年来中国美

术在党的领导下的现代化进程。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展览共展出

了 80 余件雕塑，在展品中占有较大比重。这些举措，都让展览面

貌为之一新。

时代之作，以时代的审美，传递着时代的脉动。从革命美术的

兴起、延安学派的形成、进步美术的坚守，到新年画、连环画、宣传

画等大众美术的发展；从红色山水、地域版画流派、乡土美术等新

范式的开启，到传统中国画的改造、油画的民族化……沿着展线，

观者可以一览党领导下的美术实践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标志

性成果；可以近距离体悟，通过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

英雄，美术事业谱就辉煌篇章，建构起新型美术形态，为民族复兴、

社会发展所提供的强大文化支撑。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展

厅里，颜文樑、徐悲鸿、钱松喦、傅抱石、李可染、陆俨少、闻立鹏、沈

尧伊等几代中国美术家在主题性美术创作上的接续探索，引领着

中国美术百年间的发展以及各历史时期的审美创造。艺术大家真

情实感的抒发、对思想深度的挖掘、对艺术高度的探求，奠定了新

中国美术创作传统，也感召着新时代的美术工作者进一步思考，该

以怎样的新视角描绘党史，该以怎样的方式续写辉煌篇章。

站在当代审美的维度上，实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

一，是新的艺术创作给出的回应。艺术鲜明的时代感，不仅体现在

审美上，也体现在创作者表现历史的视角上。例如，唐勇力中国画

《新中国诞生》，充分发挥中国画特性，通过艺术形式的创新，别开

生面地再现了开国大典的盛况，富有中国气派。何红舟新创作的

油画《中共一大会议》，基于历史真实的再思考、还原人物形象的再

塑造，以平实的写实画风呈现了新的探索成果。

除了新老作品同台亮相，公共教育形式创新也是此次展览的

亮点所在。展览特别邀请专业播音员讲解 100 件名作，并运用新

技术和新的传播方式，通过展签扫码进行语音导览，同步推出手机

端线上展览，以增强经典作品对大众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回望来时路，展望新征程，认真体悟时代精神，用心挖掘时代

主题，共绘时代画卷、展现人民风采，已成为新时代美术工作者的

使命与担当。正如吴为山所说：“百年美术创作，是丰碑，也是新的

起点”。百年党史画卷，既串联起党、人民、民族的百年整体记忆，

以昂扬的艺术表达激发奋进的力量，又奠定了主题性美术创作的

传统，成为迈向文艺高峰的艺术之基、力量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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