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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艺术与时代的选择——从美术革命到革命美术》以“美术革命”与“革命美术”为逻辑线索，对二
十世纪中国各种美术思潮、风格流派及其演变原因、过程进行了梳理，以期更为深入地认识与理解二
十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逻辑规律及其意义。
书中不仅分别阐述了“美术革命”与“
革命美术”的概念、内涵、兴起及变迁的原因、过程，以及各自的理论基础、理论主张与艺术实践，
而且还对美术革命向革命美术演变过程进行了分析论述，提出中国现代美术发展的主线不是明显地表
现为艺术风格和形式语言的创造性转换，而主要表现为艺术的社会价值寻求与适应。
《艺术与时代的选择——从美术革命到革命美术》还通过时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发展过程的反思，提出
今天的美术界要“鉴古开令”，一方面要继承“美术革命”的反叛精神，以开放的姿态对各种风格的
创作语言兼容并蓄、多元互补，同时艺术家仍要肩负起自身的社会道德使命感，创作出更多的无愧于
时代的艺术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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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洋，安徽枞阳人，1991年毕业于安庆师范学院美术教育专业，2000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美术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2002年结业于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和中央美术学院联合举办
的全国高等院校美术教育专业研修班，2009年毕业于东南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
。
现为浙江农林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多年来一直从事艺术设计基础教学和艺术史论、设计史论、设计美学、民间造物艺术等研究工作，曾
主持浙江省社科联课题、浙江省教育厅课题、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等十余项，在《造型艺术
》(人大复印资料)、《美术观察》、《装饰》、《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艺术百家
》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或作品三十余篇(幅)，出版学术专著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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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然也就不能把这黑暗的世界，正确的，客观的，表现出来。
”该文认为，艺术家所要做的就是：“应该怎样用艺术的方法去解决个人和社会的问题，应该如何去
描写集团，应该怎样去暴露整个社会的黑暗，应该怎样去表现和解决社会里面的个人的心理。
主张为社会而艺术，企求建构起新兴的无产阶级的美术形态。
早在1925年沈雁冰就提出了“无产阶级艺术”的概念，他希望超越“五四”时期小资产阶级市民性的
“民众艺术”，使艺术真正为无产阶级所拥有。
关于无产阶级艺术范畴，他指出：“决非仅仅描写无产阶级生活即算了事，应以无产阶级精神为中心
而创造一种适应于新世界（就是无产阶级居于统治地位的世界）的艺术。
”这种以阶级的观点看待艺术的倾向显然受到了“五四”之后日益成为“显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影响，从此许多激进的青年便自觉地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观点考察和思考中国艺术的现实
问题。
从1926年起，一批受到日本共产党激进思想影响的留日青年陆续回国，大力提倡“无产阶级艺术”。
这种激进的、阶级的艺术观立刻在文艺界掀起了不小波澜，在不同的观点激烈争论的同时，从而引发
了文艺界关于“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人生而艺术”的大辩论，为普罗美术或“新兴美术”的诞生
做好了理论与舆论准备。
与此同时，革命美术的创作也随着革命运动形势的发展在不同层面先后展开。
例如，在1925年的“五四”运动中，上海的爱国群众和漫画家创作了许多如匕首、投枪一般直刺帝国
主义的漫画和画文结合的传单。
工人创作的题为《烧死他》的漫画传单，画着革命群众正拿着写有“罢工”、“罢市”字样的木柴往
锅下加火，锅里煎煮的是“帝国主义”。
作品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深仇大恨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坚强决心。
再如，为配合当时正在兴起的工农革命运动和北伐战争，全国各地工人和农民革命团体的一些刊物上
发表了一些声讨帝国主义的行径、宣扬民众的斗争的绘画作品。
1927年3月21日，湖南省农民协会宣传部编印的《农民画报》第10期，发表了《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
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国民革命建筑在工农兵联合之上》、《工农兵联合万岁！
工农兵解放万岁！
》等漫画和宣传画。
这些绘画作品一方面宣扬了民众在革命运动中的主力军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只有工农兵的革命联
合，才能有力地打倒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才能建立巩固的革命政权，才能保证工农兵大众的真正解
放。
最先有组织地开展革命美术运动的社团主要有漫画会、五三漫画社、一八艺社、朝花社、时代美术社
。
1926年12月，由进步漫画家黄文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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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与时代的选择:从美术革命到革命美术》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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