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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性美术创作与文艺的大众化传播
Thematic Art Cre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及云辉　王红

Ji Yunhui Wang Hong

摘要：在中国现当代美术发展历程中，主题

性美术创作为时代谱写了最强音，同时在大众文化

传播中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本文以时间为线

索，梳理了东北地区“主题性创作”的历史与当代

成果，以及作品对大众美育方面形成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主题性美术，大众化传播

Abstract: The thematic art creation not only records the best of the times, but has 

a special meaning and value for the mass culture communication in the course of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history. In the chronological order, the author 

sorts out the thematic creation history of the northeast of China, its achievements and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the related works on the public aesthet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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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及云辉、陈旭、张贯一、李鹏鹏、王腾、李武，《澳门回归》，油画，300×500cm，2020

“主题性创作”一词首创于20世纪20

年代，以表现革命性的社会变革和社会的现

实为重点，要求美术创作的内容为人民所喜

爱。在中国现当代美术发展历程中，主题性

美术创作为时代谱写了最强音。

一

早在1939年，“鲁艺木刻工作团”利用

大众所熟悉的民间形式创作了一系列表现敌

后斗争和生产的新年画，胡一川的《军民合

作》、彦涵的《春耕大吉》和《保卫家乡》、

罗工柳的《积极养鸡，增加生产》以及杨筠

的《纺织图》等作品，“尽管形式上更多地

采用旧年画的传统格式，但内容上以表现革

命斗争等现实生活，是要达到宣传教育的作

用。”［１］这些作品真实地再现了抗日战争

时期抗日部队和解放区民众朴实的战斗与生

活，并以此鼓舞广大民众抗日救亡的信心。

“鲁艺木刻工作团”的版画作品在实

践中探索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指出：“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

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

地实行，才能达到目的。”［2］《讲话》开

创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新纪元，从内涵和

外延上科学地解决了文艺“为谁服务”的根

本问题。

“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

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

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

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

什么文艺创造呢？”［3］《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对于文艺如何服务人民给出了

更为具体生动、更有针对性的回答。

《讲话》后的延安美术创作，如古元的

《离婚诉》《焚烧旧地契》《拥护咱们老百

姓自己的队伍》等主题性美术创作与人民的

利益相一致，其作品中的人物真实且平易近

人，深受民众的喜爱。1943年创作的《新

窗花》，正如他所言：“剪出反映新的人民

生活的剪纸，作为组织人民、教育人民的工

具之一，给予人民生活更多的愉快。”［4］

我们在古元创作的新窗花作品中，看到识

字、上学、饲养、播种等平凡的生活场景，

这些作品以老百姓熟知的表现形式呈现，质

朴的表述语言雅俗共赏。

20世纪50至60年代，主题性美术创作

发展较快，出现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美术

作品。如董希文的油画《开国大典》、詹建

俊的油画《狼牙山五壮士》、王盛烈的中国

画《八女投江》、钟涵的油画《延河边上》

等，以及城市公共雕塑《人民英雄纪念碑》

浮雕、北京农业展览馆组雕《庆丰收》等。

王盛烈1957年创作的中国画《八女投

江》被誉为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经典，作为

新中国美术史上的具有里程碑的鸿篇巨制，

作品具有纪念碑意义。1956年东北鲁艺接

到绘制反映抗联战斗生活的任务，总政治

2.  及云辉，《清川江畔围歼战》（局部），全景画，132.1×16m，1991-1993，丹东抗美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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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文化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画家创作一批

反映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画，王盛烈回忆起

1949年聆听“抗联事迹报告会”，为八女

投江的事迹所感动，曾构思并绘制草图。中

国画《八女投江》是带着任务，按照鲁艺传

统和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规律完成的，现实

主义艺术创作所具备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

物、典型性格，以及高度概括的情节整合在

画面中呈现。画面注重细节刻画，如慷慨赴

义、掩护、撤退等情节，并将人物与山水相

融合，大胆实践与创新，也正如蔡若虹先

生评述的：“继徐悲鸿、蒋兆和诸先辈之

后，他是又一个以中西技法相结合的丹青妙

手。”［5］《八女投江》用中国画笔墨表现

革命战争题材，直接表现具有宁死不屈精神

的英雄形象，展现其昂扬的斗志。时至今

日，这幅作品所传达出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时

代精神，仍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典范之作。

改革开放后，主题性美术创作在形式和风

格上都有所拓宽，艺术形式也多样与多元，很

多作品不仅展现重大的历史事件，也能够很好

地展现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与生活。

二

“主题性绘画”作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

上的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涵盖了20世纪以

来所有表现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社会现实题材

的绘画创作现象。［6］博物馆、纪念场馆的

主题性美术创作同样展现国家历史和社会现

实，有其独特的大众文化传播的途径，且具

有特定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产生于18世纪后期的全景画艺术，因

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大众传播的目的深受世

人瞩目。其叙事性、临场感等特征深受民众

喜爱。全景画诞生之初迅速风靡西欧，随后

在世界诸多国家广为流传。1989年中国全

景画《攻克锦州》绘制完成，百余米的巨幅

画作真实地再现了辽沈战役取得的攻克锦州

的关键性胜利。随后笔者完成了丹东抗美援

朝纪念馆的全景画《清川江畔围歼战》；

《莱芜战役》全景画再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从战略防御走向战略反攻的转折点的战斗场

景，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首战告捷的鲁

西南战役——郓城攻坚战，以及关于济南战

役、淮海战役等的全景画，这些红色经典美

术创作都是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一个个令人

难忘的事件，中国全景画描绘了这些热血与

烈火交织而成的革命战争和历史战争画卷。

全景画主要通过二维、三维的视觉形

象来实现审美认知，其创作力求真实地再

现，从内容、情节到表现技巧多采用现实主

义的创作方法，为大众的感受、认知提供前

提。大型全景画《井冈山革命斗争》以江西

罗霄山脉的崇山峻岭为主线展开，描绘了宁

冈会师、三湾改编等八个重大事件。毛泽东

率部队进驻位于井冈山腹地的大井，在此宣

布“三项纪律”；茅坪八角楼灯光下毛泽东

奋笔疾书完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

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

作。可以说，全景画以叙事形态讲述着历

史，并将历史永存。

再以全景画《清川江畔围歼战》为例，

全景画直观而真实地再现了发生在20世纪

50年代的那场“保家卫国”，且扭转朝鲜战

局的关键一战。画面围绕“围歼战”展开情

节与叙事，在我军以劣势装备战胜现代化装

备的敌军的战斗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可歌可

泣的英雄壮举为世人敬仰。

很多人都会哼唱那首激昂的歌曲：“雄

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

是保家乡……抗美援朝打败美国侵略者。”

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难以想象当年战争的残

酷与艰辛，全景画令残酷的战场浮现眼前，

抗美援朝的英雄史实历历在目。在这一具具

尸体中，也有我们与之同归于尽的亲人。此

情此景，不能不让人联想到著名作家魏巍当

年所描述的画面：“他们有的抱着对方的

腰，有的抱着对方的头，有的手里握着手榴

弹，弹体上还沾着脑浆，有的将牙齿和指甲

嵌在对方的皮肉，还有的嘴里衔着敌人的半

块耳朵。”这是一段《清川江畔围歼战》全

景画的解说词，画面是厮打与搏杀的场景，

伴随激昂的乐曲声以及模拟战场的喊声、枪

声、轰炸声……解说员进行了生动而具体的

讲述。

全景画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它的诞生

与发展离不开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滋养，

公共性和娱乐性、意识形态性是其美学属性

的三个基本面向。

“为什么当代影视艺术如此发达的时

代，全景画仍有如此的魅力？因为全景画以

巨大的视觉冲击力，把历史凝固在一瞬，集

中于一点，它是典型化了的瞬间，因此它

也不是自然的片段，而是十以当一，万以当

一，以最集中、最强化的手段再现历史，因

此它是艺术，是史诗。”［7］中国全景画具

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是面向广大人民群众

的，是艺术家的个人激情与广大民众心声的

融合，也是教育后代激发爱国之情的“教科

书”，正如创作者所言：“我们提供给观众

的是艺术的享受，是心灵的震撼，是情感的

升华，是历史的感悟。”［8］

再以雕塑创作为例，1976年由高宝

田、赵判吉、庞乃轩、杨美应、孙家彬、丁

伟年创作的辽宁省抚顺市《雷锋纪念馆组

雕》，身穿军装、身背步枪、手捧《毛泽东

选集》的雷锋塑像，通过典型动作和具有程

式化的姿态，真实地再现了雷锋作为普通人

形象的一面，雕塑造型淳朴、敦厚。雷锋

纪念碑下方是四块汉白玉浮雕：《学习》

《雨夜送大娘》《和少先队员在一起》《请

战》，作品以朴实无华的写实手法，再现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人民的事业无私

奉献的雷锋精神。雷锋是国人学习的榜样，

这个名字早已成为一种精神、一种品质的代

名词，主题性美术创作以视觉形态呈现，再

现雷锋形象及雷锋生活，激励人们前行。

大庆城市历史是一部大庆精神、铁人

精神叙写的创业史。1991年在铁人逝世21

周年之际，陈绳正、易振瀛、余东江为大庆

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创作了雕塑《铁人王进

喜》。雕塑展现的是铁人身穿羊皮袄，手握

刹把的高大形象，是铁人作为钻工的工作瞬

间在民众心中的一个定格。这件作品被誉为

“油城名片”，在大庆拍摄的纪录片《崇高

的追寻——铁人雕像背后的故事》中这样评

述：“是铁人的经典形象，可以说也是大庆

精神、铁人精神人格化的形象，最能代表铁

人精神，铁人风范，铁人品格。”雕塑家给

一块普通的巨石赋予了生命与灵魂，“雕像

不言，却力达四方。”

2007年5月，高6.5米，重70吨的花岗

岩雕塑由旧馆搬迁至新馆，14公里搬迁路

程，50多名干部群众怀着对铁人的敬仰和

崇拜步行三个小时全程护送。一件雕塑能带

起如此巨大的能量，引发民众的情感，实为

难能可贵。今天，人们前往铁人王进喜纪念

馆，北广场上耸立着巨大的铁人形象，正如

陈绳正所言：“观众从很远，也是从远方慢

慢走进来，在一个很长的视距当中，能够充

分地欣赏铁人正面体量的这种浑厚的感觉，

饱满的感觉。”［9］

2006年陈绳正作为主创，为丹东市

鸭 绿 江 断 桥 北 端 创 作 青 铜 雕 塑 《 为 了 和

平 》 。 中 国 人 民 志 愿 军 “ 雄 赳 赳 ， 气 昂

昂，跨过鸭绿江”，这是保卫和平，反抗

侵 略 的 正 义 之 战 ， 遥 想 当 年 抗 美 援 朝 战

争，千百万志愿军战士出国作战，在空前

惨 烈 的 战 斗 中 前 仆 后 继 ， 甚 至 献 出 了 生

命。数以万计的英灵，长眠在异国他乡。

“把他们的形象永远铭刻在史册上，作为

一个雕塑家，这是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也是我酝酿了数十载的夙愿。”［10］雕塑

选取和再现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历史瞬间，

以摆满桥面的横列构图和更为集中的典型化

处理手段，将彭德怀总司令和首批入朝的将

领、著名烈士和英雄的形象统一在一起。26

个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以旌旗飞舞、声势

浩大的挺进行列，营造出志愿军出征的排山

倒海的气势。作品注重雕塑与环境融合，主

次有序，和谐统一。作为纪念抗美援朝战争

的标志性美术创作，“在精心塑造，认真刻

画和反复修改中，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和雕塑

家的使命，将一座优秀的纪念碑雕塑奉献给

百万志愿军将士，奉献给伟大的时代，奉献

给民族和祖国的历史。”［11］

2015年在中央党校落成李象群的雕塑

《红星照耀中国》，雕像以具象的手法和革

命的理想主义表述了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的

3.  李象群，《红星照耀中国》，雕塑，铸铜，80×63×190cm，2005

4. 陈绳正、易振瀛、余东江，《铁人王进喜》，雕塑，花岗岩，高6.5m，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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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择塑造毛泽东沉思而忧郁的表

情，展现毛泽东的特殊心理状态，着力表现

具有其性格特征的瞬间，这是李象群用自己

对毛泽东的理解做出的一次大胆的尝试。

雕塑《红星照耀中国》的灵感来源于斯诺

写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

国》），李象群在学生时代阅读这本书时，

发现了“生活当中的毛泽东”，斯诺字里行

间的毛泽东是一个笑容可掬、真实可感的老

朋友。塑造毛泽东的形象，强调其内心真

实，使肖像雕塑得以升华。“党校雕塑规划

的总体定位是以文化建设彰显思想建设，用

具象的雕塑凝聚中国特色和时代经典。该作

品很好地与党校校园环境相呼应，充分显示

出了党校环境独特的文化内涵，对提升党校

校园环境品质、营造美好的文化氛围，彰显

党校的文化特色，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和深

远意义。”［12］

三

习近平总书记寄语文艺工作者：“从当

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

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

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

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

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强调：“源于人民、为

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

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

在。”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为时代和人民放

歌，“要发扬中国文艺追求向上向善的优良

传统，用思想深刻、清新质朴、刚健有力的

优秀作品滋养人民的审美观价值观，使人民

在精神生活上更加充盈起来。”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的大型雕塑《旗

帜》《信仰》《伟业》《攻坚》《追梦》，

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历程。雕塑《旗帜》的

创作者、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这

样一面迎风招展、气势如虹的党旗，象征着

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伟大历程而意气风发的

气概。”由鲁迅美术学院院长李象群领衔主

创、雕塑艺术学院集体完成的《追梦》，以

汉白玉为材料，塑造了涵盖工人、农民、党

政干部、军人、教师、医生等73个人物形

象，特别是56个民族的人物形象，将各民族

的生活场景、民族风情进行了诗意化表现。

雕塑作品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和审美意义，阔

步前行的恢宏阵势，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团

结一致、不断进取、不断追求，实现伟大梦

想的昂扬激情。

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节点，文艺工作者

以精品力作热情讴歌党、讴歌新时代。及云

辉、陈旭、张贯一等创作的油画《澳门回

归》（2021年），聚焦于五星红旗在澳门

回归仪式上升起的时刻。这一刻是澳门回

归祖国的第一秒——1999年12月20日0时

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在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乐团奏响的雄壮激昂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歌声中，两面旗帜高高飘扬。作品以

舞台剧场感构建画面，气势恢宏。“画作以

浪漫和现实叙事相结合的手法呈现真实的历

史场景，既有学院性油画作品表现历史瞬间

的能力和力量，也展现了油画家笔下流淌出

来的拳拳爱国之心。”［13］

“在经历了8个月的艰苦攻坚后，终于

完成了作品创作，至今仍难以忘怀。我们把

最真挚的情感、最深沉的爱，注入整个创

作过程。通过深入挖掘和表达时代的精神

内涵，描绘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和不朽

功勋，也完成了一次思想与艺术的双重升

华。”这是笔者在作品完成后最深的感受。

对创作团队多次强调，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用艺术的方式对历史和现

实进行叙事，用审美的眼光对历史和现实再

发现。聚焦一个主题或一个历史节点，讴歌

时代，回应时代、昭示未来，作品才能赢得

当代观众。

2020年由张志坚主创的油画《勇攀珠

峰》描绘了1975年5月27日九位登山队员

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鲜艳的五星红旗飘

扬在地球之巅的场景，展现了中国人民“无

高不可攀，无坚不可摧”的英雄气概。作品

选取登山队员展开五星红旗的瞬间，浓缩了

登顶背后所经历的一切攻坚克难。张志坚、

刘海洋等创作的油画《致敬——最美逆行

者》（2020年），描绘了47位人物形象，

以艺术的力量，聚焦疫情当前的社会民生，

画面让我们看到疫情无情人有情，众志成城

除病魔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画面描绘了

耳熟能详的医学专家及医务工作者奔赴一线

的大爱情操与英勇事迹，传递人间真情，弘

扬社会正气。另外还有建设医院的工人、志

愿者、外卖小哥等，正是这样的一群人，在

各个岗位奉献出自己的力量，成为最美逆行

者。艺术家在把握好艺术审美高度的同时，

用艺术的形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这些作品陈列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

馆，让民众铭记历史，砥砺前行。

关注大众审美，倾听百姓声音，反映大

众文化理想，主题性美术创作在当下文化的

传播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其传播途径也更为

多元多样。创作精品力作，为民众喜闻乐见

也是时代赋予文艺工作者的使命。80年前毛

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述了

文艺的普及与提高，为我国的文艺方针指明

了方向，今天艺术为人民的宗旨，自觉追求

艺术的民族化和大众化方向仍是文艺工作者

努力前行的动力。

本文为教育部2021年科研课题：《建党百年以

来主题性美术创作理论建构与实践研究》的阶段性成

果，项目编号：21YJA760026；辽宁省教育厅课题

《文艺服务城镇，助推城乡文化建设》阶段性成果，

课题编号：WF2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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