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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为民 敬业奉献
崔晓柏

（
二
）
发
展
山
地
旅
游
业
，是
晴
隆
脱
贫
致
富
的

主
攻
方
向
。
晴
隆
的
壁
挂
公
路
﹃
二
十
四
道
拐
﹄
，曾

是
运
输
抗
战
物
资
的
生
命
线
。
为
擦
亮
这
张
名
片
，

姜
仕
坤
团
结
带
领
干
部
群
众
编
撰
出
版
物
、筹
拍
电

视
剧
…
…
晴
隆
旅
游
业
实
现
从
无
到
有
的
突
破
。

（
三
）
为
改
变
晴
隆
县
县
城
面
积
小
、
街
道
路

面
坑
洼
不
平
、
基
础
设
施
落
后
的
面
貌
，
姜
仕
坤
到

拆
迁
户
家
里
做
思
想
工
作
，
带
着
干
部
跑
银
行
、
筹

集
资
金
…
…
如
今
，
晴
隆
县
城
旧
貌
换
新
颜
。

（
四
）
为
带
领
晴
隆
冲
出
经
济
洼
地
，
姜
仕
坤

动
员
群
众
种
草
养
羊
，
探
索
经
济
、
生
态
、
扶
贫
三

效
同
步
的
精
准
脱
贫
﹃
晴
隆
模
式
﹄
。﹃
羊
、
茶
、
果
、

蔬
、
薏
﹄
等
特
色
产
业
蓬
勃
兴
起
。

（
五
）
多
年
夜
以
继
日
地
奋
战
，
姜
仕
坤
身
体

严
重
透
支
，
但
他
始
终
撑
着
、
扛
着
。
勤
，
是
他
的

工
作
方
式
；
俭
，
是
他
的
生
活
习
惯
。
他
以
共
产

党
人
的
赤
子
之
心
、
公
仆
情
怀
，
解
决
一
个
又
一
个

发
展
难
题
。

（
六
）
二
〇
一
六
年
，年
仅
四
十
六
岁
的
姜
仕
坤

突
发
心
脏
病
，不
幸
离
世
。
在
今
年
全
国
脱
贫
攻
坚

总
结
表
彰
大
会
上
，他
的
妻
子
和
女
儿
受
邀
接
受
颁

奖
。
女
儿
说
，
这
份
沉
甸
甸
的
荣
誉
，
是
激
励
她
继

承
父
亲
遗
志
、为
家
乡
继
续
奋
战
的
巨
大
力
量
。

（
一
）
位
于
贵
州
省
黔
西
南
布
依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的
晴
隆
县
，
山
高
谷
深
，
土
地
贫
瘠
，
曾
是
国
家

级
贫
困
县
。
二
〇
一
〇
年
，
姜
仕
坤
担
任
晴
隆
县

县
长
，
他
立
志
为
晴
隆
县
摆
脱
贫
困
贡
献
力
量
。

在 20 世纪中国美术史上，尤其

在新中国主题性美术创作中，党史

题材创作具有重要而特别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奋斗历程和

取得的丰功伟绩，富有强烈的精神

感召力，一直吸引着广大美术工作

者积极投身创作。党史题材美术经

典，在精神塑造、艺术表现和情境叙

事等层面，蕴含历久弥新的蓬勃生

命力。如今，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这一重大历史节点上，以兼

顾艺术发展规律的时代视角，回望

红色美术创作传统，更能深刻理解

党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历史内涵与时

代意义。

人民的文艺是本质

人民的文艺，是党史题材美术

创作的精神基石，也是主题性美术

创作永恒的艺术指向。

早在延安时期，木刻艺术家们

便用手中的刻刀，表现党领导下的

人 民 军 队 始 终 与 人 民 群 众 勠 力 同

心、并肩战斗的情景。胡一川的《到

前线去》、力群的《饮》、彦涵的《当敌

人搜山的时候》、古元的《人桥》等经

典名作，以单纯而有力的木刻艺术

语言，成就了对于峥嵘岁月的视觉

记录与诗意表现，展现了家国危难

之时艺术创作的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真正成为

国家的主人，在美术创作中也成为

最重要的审美主体和表现对象。无

论是以十三陵水库工程等为题材，

表现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劳动场景

的作品，还是反映现实生活、日常细

节的作品，都始终以党团结带领人

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为主线展开

叙事。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带来日

新月异的变化。张法根的《希望》、

詹建俊的《潮》、王少伦的《1978 年 11

月 24 日·小岗》等油画作品，从个体

视角出发，展现了新时期中国人民

更加自信自尊自强的精神面貌和充

满时代寓意的社会图景。

2014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社会主义

文 艺 ，从 本 质 上 讲 ，就 是 人 民 的 文

艺。”新时代美术工作者由此更为自

觉地站在人民立场进行美的发现和

创造，美术界涌现出一批高水准的

艺术作品，各地不断掀起党史题材

创作热潮。尤其是近两年，美术工

作者拿起画笔，或走进革命圣地写

生，重温红色记忆；或以全新的创作

理念，投入党史题材美术创作，真情

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在这一过

程中，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得

到更加深入的表现，红色美术的内

涵不断充实，相关研究不断拓展和

深化。

精神的升华是特征

对于党史上的重要事件和重要

人物的表现，突显中国现代美术的

精神追求。如何以画意和图像表现

历史与现实，呈现超越视觉表达的

精神性内容，是党史题材美术创作

的重要课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诞生的美术经

典中，有不少表现中国共产党成立

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的佳作，

如颜文樑油画《南湖》、沈柔坚版画

《瞻仰》、陈逸飞与邱瑞敏合作的油

画《在党的一大会议上》等，以不同

风格、不同视角展现了深刻而丰富

的精神内涵。这一时期的党史题材

油画名作有罗工柳的《地道战》、王

式 廓 的《参 军》、董 希 文 的《开 国 大

典》、艾中信的《红军过雪山》、靳尚

谊的《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钟

涵的《延河边上》等；中国画名作有

王盛烈的《八女投江》、石鲁的《转战

陕北》、叶浅予的《北平解放》、李琦

的《主席走遍全国》等。这些作品都

以对历史场景和人物形象的具体描

绘，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卓绝

的奋斗历程和崇高的精神境界。雕

塑名作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潘鹤

的《艰苦岁月》等，同样展现了大无

畏 的 革 命 英 雄 主 义 精 神 。 除 此 之

外，黄胄中国画《洪荒风雪》、潘世勋

油 画《我 们 走 在 大 路 上》等 经 典 作

品，小中见大，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

党 团 结 带 领 人 民 艰 苦 创 业 的 精 神

风貌。

从早期的艺术探索到后来的发

展拓进，党史题材美术创作持续在

题材内容、形式媒介和艺术表现等

方面锐意创新，让这一主题的精神

内涵不断升华。尊重艺术规律，在

艺术探索中更好地表现主题、凝聚

精神、体现担当，已经成为党史题材

美术创作一脉相承的学术传统。

时代的发展是动力

创作方法与创作理念随着时代

发展，使党史题材美术创作始终保

有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显现出主

题 性 创 作“ 笔 墨 当 随 时 代 ”的 价 值

诉求。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90 年代

中后期，党史题材美术创作在艺术

本体层面呈现创新趋势，焕发勃勃

生机。这一时期的油画经典有闻立

鹏的《红烛颂》、靳尚谊的《瞿秋白》、

沈嘉蔚的《红星照耀中国》等，这些

画作较之以往更为注重刻画人物的

精神世界。中国画名作有周思聪的

《人民和总理》、王迎春与杨力舟合

作的《太行铁壁》、田黎明的《碑林》、

胡伟的《李大钊、瞿秋白、萧红》、邢

庆仁的《玫瑰色回忆》等，连同沈尧

伊表现红军长征的大型连环画《地

球的红飘带》、钱绍武的公共雕塑名

作《李大钊像》等，显现出党史题材

美 术 创 作 新 的 审 美 风 格 与 艺 术 取

向。一些美术工作者在描绘具有纪

念意义的历史事件、情节与人物的

同时，也开始关注乡村的发展和大

众的日常生活。如徐芒耀油画《开

拓幸福路》、蔡超和蔡群合作的中国

画《顶梁柱》等，展现了在党的坚强

领导下，城乡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

景象。

21 世纪以来，红色美术创作再

度升温。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随着围绕重大历史节点的一系列国

家级美术创作工程陆续开展，党史

题材美术创作在坚持现实主义的同

时，根据思想内涵的要求在形式语

言 上 求 新 、图 变 ，展 现 多 种 风 格 形

态。例如在“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

术创作工程”中，何红舟、黄发祥合

作的油画《启航——中共一大会议》

以写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再现了中

共一大会议的历史瞬间；陈树东、李

翔合作的油画《百万雄师过大江》，

则 以 具 有 斑 驳 肌 理 的 表 现 主 义 手

法，赋予作品以历史的纵深感和雄

浑气度。同样出自此次工程的油画

作品，如詹建俊和叶南合作的《黄河

大合唱——流亡·奋起·抗争》、丁一

林的《科学的春天》、王宏剑的《复苏

的土地》，以及中国画作品唐勇力的

《新中国诞生》等，都显现出革命历

史题材美术创作在当下的生机与活

力。近年来，美术工作者更为关注

新时代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

历史性变革。油画《太行山上的新

愚 公 —— 李 保 国》、中 国 画《助 梦》

《暖心——十八洞村贫困户精准识

别公示会》等，展现了党团结带领人

民接续奋斗、脱贫攻坚的时代画卷。

百年风华，艺脉相承。党史题

材美术创作的世纪历程，为当下主

题性美术创作积累了宝贵经验与重

要启示。那些经典作品的艺术感召

力与历史价值，触动着每一位观者

的心弦。对于新时代的美术工作者

而言，既要推陈出新，超越简单的历

史图解与“画照片”式的模板复制；

更需守正创新，处理好历史真实与

艺术真实、革命现实与诗意表现、情

节叙事与艺术本体的关系。只有秉

持“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

代 明 德 ”的 态 度 ，才 能 创 作 出 既 可

信、可亲、可感，又具温度、力度、深

度的党史题材佳作，更好地凝聚奋

进的力量。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创新红色题材 凝聚奋进力量
——党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当代价值

于 洋

▲百万雄师下江南（油画） 董希文

▲革命圣地（油画） 段江华

▼草原上的乌兰牧骑（油画） 张可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