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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历史上，60年是短暂的一瞬间。
但新中国建立以来这60年的历史是不平凡的，包括美术在内的一切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令人
赞叹的成就。
回忆1949年之前，中国的美术创作、理论研究、美术教育、美术展览与传播、对外美术交流，与我们
今天的情况有天壤之别。
美术在当今中国人民生活中已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和审美功能，中国当代美术也在世界艺坛越来越
受到重视，可以与其他国家(包括经济与文化发达的国家)平等对话。
新中国美术以拥有广大的观众而骄傲，以涌现出许多艺术大师和反映这个时代面貌的艺术经典作品而
自豪。
艺术家们为国家繁荣、民族团结、社会安定而欢欣鼓舞。
许多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教育成长起来的老艺术家，在新中国的美术事业中起了奠基作用；一批在
延安和老解放区经受革命锻炼的美术家，在新中国美术发展历程中肩负了组织、领导工作的重任，并
勤奋地投入创作实践，有丰硕的成果。
新中国也培养了大量各类美术人才，活跃在各个领域，为美术事业的繁荣贡献力量。
在新中国历史的不同阶段，都有不少艺术家和史论家受新时代、新思想的启发，敢于领风气之先，奋
力开拓、创新，他们在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中的成果，丰富了我们时代的智慧，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虽然我们走过一段弯路，频繁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十年“文革”灾难，曾使我们许多正直的艺术家受到
不应有的伤害，也一度影响了我们美术事业的健康发展，但是，广大艺术家深信一时的阴云必将过去
，党的正确方针政策必将放出光芒。
即使在困难的条件下，艺术家们报效祖国、报效人民的志向坚定不移，他们始终坚持遵循艺术规律，
默默地耕耘，为新中国美术事业做出了无私奉献。
改革开放的春风，给美术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生机。
近30年来美术领域各项事业的新成果，既是对前30年某些失误的反拨，更是在以前成绩基础上的开拓
。
一个有崇高理想追求、有自己艺术评价标准的多元化格局正在形成，预示着中国美术将进入一个伟大
的复兴时代。
贯穿包括新中国美术在内一切事业的一条红线可以用金光闪闪的五个大字来形容，那就是：“为人民
服务”。
艺术“为人民服务”这个朴素的口号，是激励和鼓舞新中国几代艺术家顽强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庄严地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标志着中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重大变革，中国的文化及文学艺术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毛泽东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新中国文艺发展方向的指导性文献。
“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
，成为发展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革命化、大众化和民族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文艺创作的
要求。
对待古代文艺遗产和外来文化，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普及的美术形式如宣传画、年画、连环画，成为优先发展的品种。
在当时环境下，美术创作要从普及的形式着手逐步开展，而且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表明中国今后的
美术创作应该坚持服务于大众的方针，只是服务的形式可以根据客观情况加以变化。
艺术要服务于大众，艺术家首先要从人民大众的实际需要出发，要了解他们关心的问题和艺术接受的
能力。
1949年之后，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包括知识阶层在内的城市居民的比重日益增大，人民
的范围也由此扩大。
变化不仅发生在数量上，而且更反映在他们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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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服务的对象的变化，必然反映在艺术的各个方面从创作题材、形式语言到展示方式。
人们在讨论艺术为人民服务的方针时，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这仅仅是指艺术的普及或大众化的层次
，而不是指高雅的艺术形式。
其实，艺术服务于大众不仅是对那些通俗易懂艺术形式的要求，而且是新中国艺术发展的基本方针。
也就是说，不论通俗的还是高雅的艺术，都应该遵循这个方针。
艺术的雅与俗是一对范畴，雅与俗的概念和标准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是不断变化着的，而不是
固定不变的。
通俗的艺术可以向雅的艺术转化，雅的艺术也要从通俗的艺术中吸收新鲜的养料，以充实自己。
雅与俗，在“雅俗共赏”这个层面上相互交汇。
不能说“雅俗共赏”是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但至少说这种艺术形式能征服更多的观众，是一般艺术
家孜孜以求的。
对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的通俗艺术要有正确的评价，通俗艺术的功劳不仅满足了当时亿万中国人民的
审美需求，而且创造出一批时代的精品，为高雅艺术的产生奠定了牢实的基础。
在满目疮痍的旧中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共和国，要让亿万目不识丁或识字甚少的群众欣赏艺术，从中
获得知识、教育与美感的享受，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但是，这件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完成了。
举连环画为例，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的连环画出现第一个高潮，除了专门从事连环画创作的一
些画家外，许多国画家、油画家、版画家也都投入连环画创作，向社会奉献了许多杰出的作品，连环
画的创作实践也培养了许多画家的艺术技巧。
80年代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连环画掀起更大的高潮，它的创作和出版规模都创下了历史新记录，这
在当代世界美术史上也是应该大书特书的。
一些连环画家的艺术成就，包括塑造人物形象的能力和运用黑白与色彩，以及营造画面意境的技巧，
不逊于同时代的中国画家和油画家们取得的成果，印证了鲁迅关于连环画创作也可以出大艺术家的预
言。
新中国的美术创作之所以没有在普及的层面上止步，一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是要在满足人民
审美需要的基础上提高他们的艺术欣赏水平，适应他们的精神需求，还因为党和政府认识到，只有高
水平的艺术创作才能反映新时代的面貌，鼓舞人民建设国家的信心，并以此与世界各国进行交流，增
强国家的地位。
二是我国有一支矢志于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大众和训练有素的艺术家队伍。
即使在20世纪50一60年代，虽然我国经济落后，但不乏有修养，有创作能力的美术创作家。
20世纪上半叶师徒制的美术传授和吸收了西方经验的中西融合型的美术教育，都为各美术门类培养了
一批富有才华的创作人才，有些负笈西方留学的画家、雕塑家，分布在全国各地美术教育和创作部门
，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和华北大学三部为新中国输送了一批经受了革命锻炼的艺术家。
这些有不同社会背景和教育程度的美术家，虽然在审美观念和创作方法上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有用自
己的艺术服务于人民大众的坚定信念和爱国热情，他们都希望为新中国美术的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们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探索艺术创作奥秘，他们逐渐懂得，为大众服务的艺术同样要追求形式
美感，要具有艺术感染力。
他们在参与普及艺术的同时，不忘艺术创造原理，即使在艺术过多受到狭隘意识形态影响而举步维艰
时，仍然敢于抵制一些违背艺术规律的做法，或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坚持探索，或公开发表阐述自己
的艺术见解，以匡正时弊。
如50年代，一些国画家发表意见，强调继承遗产的重要性，含蓄地批评一些人的民族虚无主义主张，
一些画家对自然主义和学院派的批评，如林风眠1957年发表的文章《美术界的两个问题》，80年代初
期一些画家质疑内容决定形式的理论。
呼吁美术界要重视形式语言研究等，都说明这个问题。
在20世纪一段很长的时期，出于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的需要，从西方引进的写实艺术受到一些文化启
蒙学者的推崇。
他们认为，用写实的艺术语言叙说历史和现实事件，刻画真实的人物形象，配合政治斗争，能启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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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群众参与社会变革。
由此，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写实艺术成为主流。
西方自文艺复兴至19世纪的现实主义美术受到欢迎，而西方的现代主义则受到排斥和拒绝。
元、明、清以来的写意文人画被认为是脱离大众的形式主义笔墨游戏，受到一些人的压制和批判。
那时，不少人误以为只有写实的艺术才能服务于大众，写意文人画及表现性、象征性和抽象性的艺术
则与大众无缘。
这种认识导致的后果是，写实的油画和吸收了西画写实技巧的国画在中国大为盛行、大放光彩，几乎
一统天下。
从艺术平衡学和艺术多元论的观点看，新中国五六十年代的艺术格局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但
是，从另一方面看，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迭起、写实艺术走向全面式微的情况下，在中国崛起的写实
艺术潮流，也是一道耀眼的风景线，对于世界艺术的大格局，它与当时苏联、东欧的写实主义艺术一
起成为西方现代主义的制衡力量。
至于新中国写实主义美术的成果，应该说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这突出表现在写实油画、版画、雕塑
和国画人物画方面。
这些美术门类中的众多的人物形象，组成了中国现代人物形象的长廊，生动地反映了近现代中国的历
史，反映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和屹立于东方的新中国的形象。
它们是艺术大众化方针的成果，也是大众化艺术的提高和升华。
从艺术语言的层面来说，写实主义的艺术也补充了清末以来文人画的不足，给中国艺术增添了新的生
机。
20世纪以来形成的中西融合的写实传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并没有中断，虽然它不断受到现代主义和
前卫艺术的挑战。
一些执著于写实风格的艺术家继续在钻研写实技巧，使写实艺术更为精进、纯粹，同时，写实艺术如
何保持一定的品格，克服媚俗的倾向，也成为艺术家们关注的课题。
在中国画领域，人们在反思了20世纪一段时间“改造”中国画所走的弯路之后，对笔墨语言更加关注
，但是具体到人物画创作，人们认识到，西画引进后重视写实造型能力和提倡写生方法，对中国画的
人物画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即使在山水画领域，适当引进西画的造型观念与技巧，也是有益于创新探索的，李可染的山水创造成
果便是最好的例证。
总之，艺术的雅与俗不是由艺术风格来决定的，写实艺术可以是通俗的，也可以是高雅的，用其他艺
术手法完成的作品也是如此。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们的艺术观念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认识到艺术多元化是现代民主社会必然的趋
势，独尊写实主义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
摆在人们面前的课题是，非写实形态、探索形态或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形态的艺术，还要
不要遵循艺术服务于大众的原则？
或者从另一个方面说，探索性或前卫性的艺术可能为人民大众服务吗？
我想回答是肯定的。
读读有关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文献，我们便可以了解西方这些前卫艺术家不少是马克思
主义的信奉者，他们要把艺术从象牙塔圈子里解放出来，要让艺术从博物馆走进大众。
他们的做法也许比较激进而不可取，但是他们拥有的这一理想值得我们关注。
具体到中国，自“'85新潮”为前卫艺术推波助澜之后，各种形态的探索性或前卫性的现代艺术已经逐
渐为中国社会所接受，它们对中国当代设计艺术和大众生活产生的积极影响也有目共睹。
一些有积极内容的观念艺术、装置艺术与一些行为艺术和表演艺术，也开始被群众认可。
这对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艺术服务于大众的问题有新的启发。
《万山红遍——新中国美术60年访谈录1949-2009》从新中国成立后至今每年创作的美术作品中，选择
一件至数件用文字加以介绍其创作背景、主题内容和表现形式，以及创作者的心路历程。
因为每一件艺术作品都凝聚着作者的心血，都真切地反映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同时也刻上了时代的
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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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这些作品，我们会跟随它们进入催化它们产生的那些岁月，领略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风采。
倾听每位作者讲述他们的创作经验和作品背后的故事，让他(她)用另一种方式吐露自己的心声，与大
众交流，会增加人们对这些艺术作品和新中国美术的认识与理解。
这是我们编辑的目的。
为此，我们尽量用采访作者本人的方式，使这种交流更直接、更生动，使书中的资料更具文献价值。
但遗憾的是，他(她)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离开了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对他们的艺术熟
悉的有关人士(如他们的家属、同事、朋友)的采访来弥补这一缺陷，其中一些对现代中国美术史有研
究的专家发表的评论意见尤为珍贵。
为这本书的编辑和出版，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同仁们付出了大量精力，尤其是担任本书责任编辑的成佩
女士做了很多繁杂而细致的工作。
许多年轻的美术史论界的朋友为此书的完成，不计报酬地辛勤劳动。
也是令人感佩的。
我们大家都为能参与向新中国60华诞献礼做些工作而感到荣幸和骄傲，我们愿把这本书献给哺育我们
成长的祖国和人民，献给为祖国艺术事业做出无私贡献的人们。
祝我们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祝我国的美术事业更加朝气蓬勃，异彩纷呈！
2009年8月于中央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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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万山红遍——新中国美术60年访谈录1949—2009》从新中国成立后至今每年创作的美术作品中，选
择一件至数件用文字加以介绍其创作背景、主题内容和表现形式，以及创作者的心路历程。
因为每一件艺术作品都凝聚着作者的心血，都真切地反映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同时也刻上了时代的
印记。
重温这些作品，我们会跟随它们进入催化它们产生的那些岁月，领略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风采。
倾听每位作者讲述他们的创作经验和作品背后的故事，让他(她)用另一种方式吐露自己的心声，与大
众交流，会增加人们对这些艺术作品和新中国美术的认识与理解。
这是编者编辑的目的。
为此，编者尽量用采访作者本人的方式，使这种交流更直接、更生动，使书中的资料更具文献价值。
但遗憾的是，他(她)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离开了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对他们的艺术熟
悉的有关人士(如他们的家属、同事、朋友)的采访来弥补这一缺陷，其中一些对现代中国美术史有研
究的专家发表的评论意见尤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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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遍全国  秋鹜  月上  刘少奇与安源矿工  祖孙四代  初踏黄金路  红岩  北方九月  万山红遍  收租院  永不
休战  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站岗  攻占总统府  草地诗篇第三编 改革开放时期的美术1977—1989  枫  人民和
总理  五朱砂冲哨口  自嘲  杜甫  红土  父亲  西藏组画《进城》之二  黄河魂  人到中年  春风已经苏醒  挤
牛奶  春雪  塔吉克新娘  古老的山村  新线  太行铁壁  潮  丁玲印象  若尔盖的冻土带  在新时代——亚当
·夏娃的启示  北方姑娘  走向巴颜喀拉  吉祥蒙古  析世鉴——天书  鉴湖三杰  李大钊像第四编 走向多
元化时期的美术1990—1999  清明  黄昏  1990系列之三  敏感者  为叶浅予恩师造像  晚风  秋冥  小山的肖
像  阳光下的蓝天  综合景观  造化为师——黄宾虹先生像  大家庭——血缘  掷铁饼者  烧耗子  世纪智者  
五角星第五编 新世纪以来的美术2000-2009  早点  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  月初堕  南
京大屠杀组雕  虚拟最后的审判  童话  历史的足迹  与声5·12—东风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万山红遍>>

章节摘录

刘：1949年，古元先生和别的艺术家，从解放区来到北京，迎接新中国的成立，他们的艺术起了一个
什么样的作用？
他本人当时有什么重要的想法和转变？
古：他的理想是到了延安以后就确定下来的，就是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当他们在党旗下举起右手宣誓的时候，他们是发自内心地相信共产主义，追求共产主义，也愿意为共
产主义做出牺牲。
他们甚至入党以后要改名字，因为怕连累家人，所以我父亲是在1938年入党以后改了名字的。
他在广东老家上中学的时候是另外一个名字，家人所在的广东是国统区。
确定了他的信仰和理想以后，他所有的行为都是在他的信仰的支配下发生的。
他观察社会的时候，也希望全民族有一个美好的前途，在这个前提下创作他的作品。
可以看出来，我父亲表现历史题材的时候，从来没有虚拟的情节，每一个场景、每一个人物、每一个
道具，都有它特殊的含义，都来自于人民的真实的生活状态。
如果认真地看、细细地读，就会进入到那个时代、那个气氛。
例如《人桥》中战士们穿的棉袄，要表现冰冷刺骨的河水，怎么表现呢？
穿棉衣、棉裤的季节，河水肯定是冰冷的，所以静下心来细细端详他的作品，每种色彩的设定、每个
人物姿态的表现，其疏密、动感，可以看到战争的一个瞬间，更可以看到人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看
到人的勇往直前，从而自然而然地能够理解，他们心中向着什么样的一个目标进发。
这些战士冲过去，很可能马上就牺牲了，就是因为有了这些有“人桥精神”的战士，才能有今天这样
的和平建设。
这说起来是大道理，但其实是非常真实的，而且这是连贯的。
从延安起，他就表现翻身的穷苦人的生活，表现军民为了新生活、新社会奋斗的状态。
1942年他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
《父子俩》表现的是解放区八路军进行扫盲、识字活动，《冬学》表现的是利用冬闲的时候，给农民
上课。
为表现解放区的新土地政策，他又创作了《减租会》。
《军民大生产》表现延安时候的大生产，自给自足。
《识一千字》是表现的让每个农民在一个冬天，要识一千个字。
当时有一种教农民识字的方法，比如教“桌”字，他就刻一张桌子的画，再把“桌”这个字也刻上，
印几十张，用陕北的酸枣刺当图钉，到每家，“桌”字就给挂到桌子上，“灶”字就挂到灶上，“牛
”“羊”“娃娃”“窑洞”，这些字像识字课本似的，挂在窑洞里，教大家认字。
陕北的窗花很多，人们喜欢在窑洞的窗户上贴窗花，但那里面有很多封建的东西，当然也是民俗的一
种，为了宣传新观念，他创作了一整套的《新窗花》，都是用木刻，刻完了印出来，让农民以后就照
着这个剪，当做窗花的范本。
我父亲对中国民间的剪纸、木版年画等民族艺术的因素吸收、利用得很多。
这些新窗花，反映的都是解放区新生活的内容，有夫妻俩一起识字，有小学生背起有红五星的书包上
学，还有民兵的形象，因为当时是抗战期间。
有一张是种树，因为陕北植被缺少，当时就很提倡种树。
还有“圈里有了大肥猪》，就是农民家里可以养猪了，这在当时也是不得了的事情，以前只有地主家
有猪，穷苦农民家哪里养得了。
这些都是采用农民喜闻乐见、能够雅俗共赏的方式创作出来的。
当年延安的艺术家虽然条件艰苦，但在那样一个充满希望和信心的状态里，他们的创作是非常真诚和
有激情的。
冼星海当时就是在延安“鲁艺”后院的一间小草房里，创作出了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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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85新潮”为前卫艺术推波助澜之后，各种形态的探索性或前卫性的现代艺术已经逐渐为中国
社会所接受，它们对中国当代设计艺术和大众生活产生的积极影响也有目共睹。
一些有积极内容的观念艺术、装置艺术与一些行为艺术和表演艺术，也开始被群众认可。
这对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艺术服务于大众的问题有新的启发。
　　《万山红遍：新中国美术60年访谈录1949-2009》从新中国成立后至今每年创作的美术作品中，选
择一件至数件用文字加以介绍其创作背景、主题内容和表现形式，以及创作者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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