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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美术家是中国美术的未
来。

作为青年艺术家群体，一方面
尊重、传承前辈，一方面又富于创
造力，他们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

“新锐”“创新”“活力”的代名词。
他们在历史的河床中奔腾，是最为
活跃的浪花、激流。常言“长江后
浪推前浪”，不仅揭示了客观自然
规律，也是对青年的鼓励；常言“一
代更比一代强”，不仅是对社会发
展规律的总结，也是对青年的激励。习近平总书记对青
年更是寄予厚望，展望未来，我国青年一代必将大有可
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回眸历史，王勃作《滕王阁序》、王希孟绘《千里江山
图》、拉斐尔画《圣母》、梵高画《向日葵》等，都是在他们
天才的、青春的年华完成了大师使命。现代中国历史
上，“新兴木刻”青年艺术家，以刀刻魂，为唤醒民众千百
万，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独立解放写下不朽一页。

20世纪上半叶，以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为代表
的一批青年艺术家，负笈西洋，开拓了中西合璧的现代
美术之路。

新中国建立以来，广大青年美术工作者在党的文艺
路线指引下，投入到火热的生活，表现社会主义建设，
赞美当家作主的人民。改革开放的春风普沐，使得青年
美术工作者抓住恢复招生制度的时代机遇，通过学院教
育，学习东西方传统，在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中，对历
史和现实反思，在创作观念和表现形式上表现出新的精
神风貌。今天，在追梦、逐梦的时代进程中，青年美术
工作者们更是在中国精神的感召下，扎根生活，扎根人
民，在情感温度、精神高度和创新力度的多重交汇中寻
找灵感。用青春和艺术，用勤奋和智慧建构美的图式。
他们从五千年文明中走出来，以当代话语在国际社会讲
述中国的故事。

中国美术馆是国家艺术的殿堂，建馆半个多世纪以
来，收藏和展示了大量国宝级经典作品。其中有许多作
品出自当时的青年艺术家之手。如司徒乔38岁创作的

《放下你的鞭子》，方增先24岁创作的 《粒粒皆辛苦》，
刘文西 29 岁创作的 《祖孙四代》，罗中立 32 岁创作的

《父亲》……这些作品在美术的长河中，从浪花、激流
逐步成为主流，引领着时代的审美，汇入人类文化的大
海，生生不息。

此次展览邀请全国200多位著名美术家和美术理论
家，推荐优秀青年美术家的作品。每位专家可推荐两名
或两名以上青年美术家，最终通过专家委员会两轮评选
决定参展作品。不同院校、不同创作群体、不同地区、不
同流派的艺术家所推荐的青年美术家，带着风格各异的
作品走进中国美术馆，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艺
术气场，是这个时代、这个时期青年的所想所思，所感所
为，是他们对历史、社会、人生认识的艺术表现。

美术创作是长征的组成部分

长征胜利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转折，是中国共
产党在国际舞台第一个独立的经典形象。80年来关于长
征主题的美术创作，一直摆在共和国重大美术创作的视
野之内，特别是今年，更是由中国文联、中国美协主
持，掀起了新一轮长征重大主题创作的高潮。80年来，
关于长征的美术创作是一个不断创作、创新、深化的过
程，相对形成了三个阶段。

长征中的美术创作，起着“激励革命，打击敌
人”的作用，是长征壮丽诗篇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天
还能看到的是在长征将士中两位“画家”的创作。一位
是外交家黄镇，他在长征途中画的几百幅漫画，其中25
幅被人拍成照片送到文学家阿英手里，并在上海出版。
黄镇曾就读于上海美专、新华艺大，1948年还主持过我
军军旗、军徽的设计。人民日报原社长邵华泽赞曰：党
内才子。

另一位是廖承志，其母亲是廖仲恺夫人、著名画家
何香凝。廖承志留学早稻田大学，绘画得自家传。长征
中，他为各种大会画马列像布置会场；也画了一些长征
生活画，但都没有保存下来。只有在1969年，他凭记忆
重新画了一张长征时亲历的情景：一对少数民族夫妇为
参加长征忍痛把孩子托付给老乡照顾。细节生动，十分
传神，非亲历者莫能为之。

从亲历者自发到艺术家探索

由于战争年代条件的限制，真正形成长征主题创作
高潮是在解放以后。据著名画家全山石介绍，解放后长
征主题创作以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展陈订件为
主。先后有：1952 年、1959 年两次，都是以罗工柳为

主，第二次全山石作为助手参与；1961年又重新组织了
创作，还是以罗工柳为主；1965 年那次是王式廓主持
的。1975年，革博、军博采取个别邀请的办法，分别邀
请全山石创造 《娄山关》，庞涛、林岗完成 《峥嵘岁
月》。2005年，国家组织的20世纪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
作工程中也有长征主题。

我们把“文革”前划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创作任
务来自于中国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的订件和历届全
国美展的主题创作。在画种上以中国画和油画为主，包
括国画家傅抱石《强渡大渡河》、傅抱石《过雪山》、溥
松窗《大渡桥横铁索寒》、李可染《长征》、钱松岩《苍
山如海 残阳如血》；油画家冯法祀 《红军过夹金山》、
李宗津《飞夺泸定桥》、董希文《红军过草地》、艾中信

《红军过雪山》；雕塑家刘开渠《工农红军》等20世纪老
一辈艺术家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技法纯熟，气势磅
礴，画面富有经典性，偏重于对长征环境的渲染描绘、
对重大事件的正面表现。值得注意的是，一批当年大学
生的毕业创作也选择了长征题材，如油画家靳尚谊的

《送别》。

学术研究和艺术提炼让创作深化

如果说“文革”前长征主题美术创作主要是呈现事
件，那么“文革”后则是在对长征学术研究和艺术提炼
基础上的深化创作。

长征美术创作的第二阶段，是从“文革”后期恢复
算起。这一阶段，除国家订件和历届全国美展主题创作
以外，从 1986 年起，举办纪念长征胜利 50、60 周年主
题美展，极大地推动了长征主题的美术创作。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美术家个人对长征主题的研究
和偏好也结出了硕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沈尧伊。
沈尧伊在偶然中喜欢上长征题材，数十年如一日地研
究、写生、创作，曾六度重走长征路。他是迄今为止个
人创作长征最多、最完整的画家。他创作的连环画《地
球的红飘带》已成为长征题材的经典之作。

这一阶段的雕塑颇具特色，在当年长征沿途的一些
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由著名雕塑家创作了一大批很有
艺术水准的大型城市雕塑作品，不少作品是雕塑家叶毓
山领衔创作，真正做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主体与环
境的协调。

这一阶段长征题材的重要变化是，由于国内政治生
活趋向正常化，人们能够客观地看待长征，对长征中红
军将士作为个体人的关注出现了。国画中如李青稞《西
风烈》，通过两位花季青年红军女战士在寒风凛冽中挑
灯夜行，强化了环境与人强烈的对比，给人以心灵的震
撼。李震坚《快马加鞭未下鞍》以革命浪漫主义表现手
法，塑造了毛泽东扬鞭策马的高大形象。1983年，军艺
当届毕业班以长征为主题搞毕业创作，学员刘向平等在
教师刘大为带领下赴遵义、草原等长征沿线写生，并在
刘大为指导下从选题到草图构思最后创作了《1935年遵
义》，展现的是会议代表在走廊上休息的场景，和许多
直接表现会议场景的作品拉开了距离。

油画中沈尧伊《长征之路》运用了电影蒙太奇的手
法，在一个平面中表现了多个红军长征情景，是对红军
长征表现形式的突破。全山石《娄山关》选择了阳光普
照的娄山关来体现红军的胜利和毛泽东词的诗意。全山
石对笔者说，当年接受了军博的创作任务后，就由军博

的一位同志陪同上山。山上只有一位独眼的老人，他们
就在老人处搭伙，一连下了 17 天雨，直到第 18 天才迎
来阳光普照的天气，终于捕捉到了自己满意的画面。

《娄山关》 一反全山石擅长欧洲经典的酱油色，在金色
阳光中体现出饱满而自信的情绪。为什么个人风格会有
这么大的变化？全山石自豪地说：“我们胜利了啊。”

长征主题创作正迎来新的突破

长征一开始并没有明确计划。现在研究了解到，
“长征”这个名称，最早是1934年11月即红一方面军开
始长征一个月后，王明在莫斯科介绍红六军等西征时提
出的。红一方面军最早提到“长征”是在 1935 年 2 月，
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正副主任的王稼祥、李富春在
发布布告中提出的。但最有影响的无疑是毛泽东首先在
瓦窑堡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提出：长
征是宣传队、是宣言书、是播种机……第一部长征将士
亲历回忆录也是毛泽东亲自发起征集，并在1937年结集
完成的《长征记》（又名《两万五千里》），2006年重新
出版。改革开放以后，又出现了大量的红军将士个人回
忆录。正是由于长征研究和考证的深入，才使得我们对
长征有更深刻、更符合历史真实的认识。

第三阶段的创作，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展的。第三
阶段是21世纪以来的长征题材创作，一个重要特点就是
由国家组织专家对创作者进行辅导。这与过去完全靠画
家自己体验、摸索有了很大不同。

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品主要来源于“20世纪重大历史
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
展”。近年来，对红军长征的历史有了深入的研究，甚
至对细节都有了新的考证，使得画家对长征既有历史高
度又有较为准确的人物形象刻画和历史文物、环境的再
现。可以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长征主题美术创作正
迎来新的突破。

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情系寨乡——李惠
贞捐赠西南少数民族背扇精品展”日前在中国
美术馆举行。来自西南四省20多个地区、8个少
数民族的精美背扇集中亮相，让观众尽享绚丽
多姿的民族艺术盛宴。

这些珍贵的民族艺术品均来自香港“福慧
教育基金会”副主席李惠贞女士的捐赠。她从
海外收藏回大量西南少数民族背扇后，向中国
美术馆无偿捐赠了其中的 1770 件。本次展览从
李惠贞捐赠背扇中精选150余件，以飨观众。

如此大规模、高品质的民间美术捐赠，是
对国家与人民、对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
一次巨大贡献。李惠贞的善行义举，使大量遗
散海外的少数民族织绣艺术回归祖国，意义非
同寻常。它为中国美术馆少数民族织绣艺术的
收藏增添了亮丽的一笔。同时，中国美术馆也
会成为这批辗转于海外的民族文物的最美归宿。

背扇，也叫“背儿带”，是少数民族妇女们
在赶集或劳作之时背负婴儿的带子。背扇不仅

是实用品，也是呵护幼小生命的保护体，更是
母亲与孩子紧密的连接。背扇工艺精湛、图案
古朴、色彩斑斓、造型独特，不仅彰显了母爱
的光辉和妇女们高超的技艺，也记录了先祖的
故事和民族的历史，是西南少数民族文化艺术
最集中的展示。

四个全面立根本 五大理念满乾坤
包 林作 曹亚军书

永不褪色的地球红飘带
——红军长征题材的美术创作述评

钱晓鸣

如果有人告诉你，在中
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中，居然有长征将士创作了
数以百计的美术作品，你相
信吗？这种大无畏的革命浪
漫主义精神当然是长征的一
部分。

1938年，《大美画报》刊
登了这批红军长征漫画中的
部分作品，15 天后结集为
《西行漫画》出版。20多年后
才知道，作者正是长征将
领、新中国著名外交家黄镇。

西风烈 李青稞作

娄山关 全山石作娄山关 全山石作

2016“首届中国美术馆收藏
青年美术作品展”，汇聚了来自全
国各地的优秀青年作品近 300 件，
涵盖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
多种类型。其中既包括中国美术
馆近年收藏的作品 90 余件，也包
括一批经专家推荐和评审入选展
览的最新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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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背扇诉说拳拳之心
赖 睿

太阳花卉纹背扇—盖帕 （广西三江侗族）太阳花卉纹背扇—盖帕 （广西三江侗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