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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毛泽东时代的海报设计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它是理想化的实现，是时代政治的声音，更是那个时代人们激情
与理想的流露。虽然它想象的成分很多，但那个时代的海报设计，从对“救亡运动”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问题的思考，

都使它的艺术形式在推进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有别于西方和传统中国的样式而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成为当时政

治和文化的标记。它无论在内容
!

形式还是数量上都是惊人的，是特定历史时段大众理想与心声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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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报（Ｐｏｓｔｅｒ）是一种广泛传播的视觉的艺术，在新国际英语大辞典中被定义为“一种张贴在公共场
所的广告形式”。我国曾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大众习惯于将海报叫做“宣传画”。而在国内诸多正

式的宣传媒体中则将它称之为“海报”或“海报画”。而毛泽东时代的海报设计不论在内容
#

表现形式

还是数量上都是惊人的，它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人民政权的强大声音、是大众理想与心声的充分体现。

１　毛泽东时代海报设计的概念
用“毛泽东时代”这一概念来界定的海报，主要是指自１９４２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这一时段的海

报设计。借用毛泽东的名字命题，是由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根据地文艺界的现

状，结合“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艺的经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制定了一系列革命的文艺路线、方

针和政策；明晰了文艺与政治、文艺的源与流、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以及文艺批评的标准；明确了文艺为人

民群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同时定义为“毛泽东时代”的海报设计也是相对于民国时期月份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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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的“白银时代”，以及２０世纪后十多年直到今天设计的“黄金时代”而言的。“１９７６年毛泽东去世
以后，虽然他的文艺观念还持续地影响中国美术的发展，但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时代已经终

结”［１］。在理论讨论范围内对“毛泽东时代”海报设计的承前启后的作用进行研究，可以为其后海报设

计的发展提供一份极佳文本参照。

每个时代都拥有优秀的视觉艺术作品，“毛泽东时代”视觉艺术表达的主要形式则是海报为主。当

时，即便是最初以别的艺术手法创作的艺术作品一经认可，也会很快成为印刷品张贴于街头巷尾和普通

人家中。但毛泽东过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提及毛泽东时代海报画尤其是文革时期的海报时，人

们总是以批判或避讳的态度来对待这些作品，可是历史无法假设，也无法置换重来。在２０世纪占近半
个世纪历史时段的文艺创作特别是海报绘制作品，由于它创作的独特性、特有的艺术感染力、运作的灵

活性使海报设计这个艺术类型在中国乃至世界设计史中具有独特的价值。所以，以尊重历史的态度去

理解
#

欣赏和研究“毛泽东时代”的海报设计必定会为我们当下视觉设计艺术的发展添加多元的视觉

范式。

２　海报设计的出现和发展
海报设计作为一种公众宣传形式，在其特定的历史时期往往是民众表达对权威和统治当局不同意

见的最佳手段。海报在中国的兴起，是２０世纪革命运动和战争的需要，是“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产物，
尤其是抗战前后的海报，它曾在抗战的革命运动和解放战争中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２．１　毛泽东时代海报设计的前奏
民间很早就有张贴年画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就是最早海报。２０世纪初，由于受到新文化

运动的影响，年画作品已摆脱旧时代的影响表现出其朴素性和先进性且主题鲜明。但２０年代的海报还
没有脱离传统木版年画的概念，只是在内容上悄悄地向新的生活环境和审美趣味靠拢。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的海报主要以版画形式为主。由于国家处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除了当时大城
市里粉饰太平的月份牌外，海报的内容大多以宣传抗战为主。这些设计虽然从专业角度来看，画面显得

比较粗糙，但却具有勃勃生机和抗争精神的特点。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到４０代初期，抗日救亡运动成
为中国人民的第一要务，抗战救国的氛围使当时艺术家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文化观念倍增，在此激情下创

作的海报作品激起了民众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和英勇抗战的激情。画家们满怀爱国情结组成宣传队，到

街头、乡村和抗战前线，用画笔唤醒民众，讴歌杀敌将士，揭露侵略者罪行。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

黑白木刻作品，如李桦的《怒吼，中国！》、龙生的《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等等 。

２．２　海报设计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宣传武器
凡是有冲突的地方，海报往往发展得更快更有特色。抗战时期海报的内容因时间的推移而有一个

演变过程。如果说抗战早期的海报是艺术家们自然地表达出对民族存亡的忧患意识的话，那么从１９４２
年到１９４９年唤醒大众抗日救亡，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争取民族解放是当时革命海报艺术家自觉的
为国家和民族而创作的主旨。这一时期，大众的民族意识高涨，海报画也突破了单纯民族化的追求，尤

其是革命根据地的艺术家，他们是画家；同时也是爱国者和对敌作战的战士。他们主要是运用版画和漫

画等手法来创作，反法西斯、反侵略以及反内战、反饥饿的斗争成为这一时期海报设计的显著特征。当

时，解放区的宣传印刷条件十分艰难，但海报印刷的数量却是惊人的。其创作风格主要是应用鲁迅先生

倡导的新木刻运动的手法，尽管用今天的目光来看这些海报画从艺术技巧和表现手法上讲显得有些简

单、幼稚，但它却开拓了中国现代海报设计的新方向。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路线的指导下，海报画家们深入战斗第一线用画笔宣传抗战

和民族解放，这一时期最初的海报作品由于条件的限制主要以黑白木刻为主，陆续出现了一批引人注目

的海报作品，使这时的海报画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随着技术的进步，彩色木刻海报画越来越多，并

出现了大批有影响的作品。如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彦涵创作的《开展民兵爆破运动》线条清晰，色调明快，
在视觉上能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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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土地革命期间的海报设计
抗战时期的解放区已经开始土地改革运动，并且推进得非常顺利。建国初期新的政权在全国范围

内推进土地改革运动，没收封建地主的土地成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任务。土地改革在全国农村的展开

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归农民所有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必要条件。海报为积极配合这次运动起到了很大的宣传作用，以反映土地改

革为题材的海报作品大量涌现，如古元的木刻作品《减租会》、学优的木刻作品《彻底平分土地》等等。

３　毛泽东时代海报设计的高潮与宣传作用
３．１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海报设计

新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需要全新的文艺思想和艺术整体形式的展示。因此，这时的海报处于

从传统艺术观念向现代艺术观念的转化期，是全面废除旧的腐败文化的时期。当时的艺术家既有深厚

的传统功力，也怀着对新中国建设满腔的热情和期待，他们用手中的画笔极力动员民众踊跃参与新中国

的社会主义建设，因而他们具有极强的创新精神。如这时创作的以演出戏剧、音乐会、电影为宣传内容

的海报成为大众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示了海报设计在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地

位。这一时期政府比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重视海报设计的水平，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海报作品无论在

形式语言还是设计观念上都表现出了海报画家对新中国强烈的热爱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新中国成立后海报成为政府宣讲政策的主要载体，在建国初期文盲较多的情况下，以“看图说话”

的海报图式传达语义更便于普通大众理解国家的各项执政方针。如１９５１年９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工
农教育会议指出：“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２］随后的扫盲运动中出现了《帮助妈妈学文化》等海

报作品。这个时期的海报涉及到国家政策、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宣传中朝友谊、新婚姻法、

镇压反革命、扫盲运动、反右运动。宣传总路线、大跃进、除四害、人民公社、中苏友好，宣传大炼钢铁、合

作化运动等，也涌现出了大量艺术表现力极强的海报设计作品。

建国初期国家全方位地开始向苏联学习。１９５１年４月３日，北京举行了《苏联宣传画和讽刺画展
览会》，这个展览作为较早引进的苏联美术的展览，不仅表现了社会对宣传画工作的重视，而且也为海

报画学习苏联的经验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机会［３］。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苏联的经验模式成了中国海

报创作的摹本，特别是在艺术形式上将延安时期的那种比较简朴、鲜明的以木刻表现形式为主的海报画

风格转化为以油画为背景的、具有强烈抗争又讲究艺术性的新的海报形式。

除受苏联影响外，“１９５７年４月，《波兰海报画和书籍插图展览》在北京举行，波兰海报设计以其鲜
明的形象、强烈的风格和民族形式成为后来许多海报画家的参照”［４］８６，相同的社会制度和社会需求使

中国的海报设计更具有借鉴苏联和东欧的理由，苏联的政治海报画和波兰的电影海报画深深浸染了整

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海报画创作，借鉴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海报设计对于中国海报画的发展是一个不可
或缺的过程，也是中国海报设计的艺术水平在短时间内得到提高的一种捷径，这次展览对中国的海报画

创作影响非常深远。建国初期的海报设计不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带着苏联、波兰海报设计的痕迹，它

从题材与技能、设计形式与观念上体现了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实现，使海报这种外来形式实现了本土

化和红色化的特征。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在毛泽东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５］的思想指导下，海报设计的发展呈现出
猛进的状态，带动了广大画家的积极参与，而一大批专业画家的参加也整体地提升了整个海报设计的艺

术传达水准。在“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上展出了赵延年的《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方菁的《我愿做一

个和平鸽》等一大批优秀海报代表作品。而这一时期的海报画仅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就出版了１８０余
种，其中的《我们热爱和平》发行数最大，街头巷尾，家喻户晓。这些视觉冲击力很强的海报作品对推动

和平运动、生产改革运动
#

民主改革运动；教育鼓舞人民为和平、为创造自由和幸福的明天而奋斗起到

了非常重大的鼓舞作用。此时期的海报设计在创作风格上改变了延安时期的仅以木刻为主的简陋样

式，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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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至６０年代初的海报设计
与其他造型艺术相比，海报设计是最具宣传鼓动性、最富群众性的视觉艺术形式。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末，我国的海报设计在学习国外经验和广大画家的积极创作下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样式，在社会主义建

设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海报这种“属于大众的普及艺术形式，逐步进入了新中国美术殿堂，人们也像

要求其他绘画形式一样，开始关注它的民族化的问题，从而和油画、版画等外来画种一起，承担着时代的

改造任务。因此，６０年代以后的宣传画开始摆脱了５０年代模仿苏联、波兰的倾向，出现了一批既有民
族风格又有时代特色的作品［６］，它还在面貌和内容上呈现了一些不以政治为主题表现社会生活的作

品。如宣传电影的海报画《祝福》、宣传体育运动的海报画《北海溜冰》等。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到６０年代初期，海报画得到了快速发展，从事各个画种的画家都在关注海报
#

绘制海报，这就使海报的技法和质量得到了迅速的、整体性的提升。海报“最主要的任务是它必须及时

地明确地宣传政策，以指导群众的工作方向、斗争目标，虽然别的艺术也须要如此，但在海报画上更强一

些。因此，它更须要用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来进行工作”［７］。在广大海报画家的

努力下，出现了一批具有民族和时代特色的高品质的海报作品，如钱大昕的《为了祖国的富强 为了家庭

的幸福》、哈琼文的《人民公社好》《中苏友好万年常青》等等 。

３．３　“文革时期”的海报设计
中国历史上称作“文革时期”的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６年间，就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名称所示，它

是以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为标准区分阶级和敌我的运动。这一时期海报创作的主题是以鲜

明的视觉符号，批判意识形态上的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破旧立新成为这一时期海报图式表

达的依据与思想批判的利器；再就是对毛泽东个人的颂扬和崇拜。在文艺范畴内对毛泽东的崇拜与歌

颂不仅表现在当时的视觉艺术中，而且也是一种全民的行为，海报中出现的“忠”字图式
#

“忠”字装饰

无以计数，在这些作品里模仿中世纪宗教壁画的绘制方法，将人物面部进行暖色处理使人像光泽润滑，

展现出光晕辐射的效果，画中领袖面部的光芒照亮着仰视领袖的人群。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海报设计，尤
其是文革时期的海报设计基本都是人物为主，而最重要最基本的人物形象是“毛泽东”。在“关于革命

主题的画面中，毛泽东一直被处理在‘太阳’的位置，‘毛泽东’与‘太阳’的同义在这个时期的宣传画中

最完整地重合在了一起”［８］。同时“语录”
#

“红宝书”、“像章”成了暗示毛泽东形象的主要元素，这种被

后来的人们叫做“红卫兵美术”的海报设计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１９６８年７月１日被当时两份重要
报纸《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刊发的刘春华的《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宣传品，另

外在一些虽然没有直接出现毛泽东形象的海报画里“毛泽东”仍然作为一种被暗示的母题而存在，从作

品的隐喻层来讲要表现和歌颂的也是“毛泽东”的形象。如《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 将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画面中虽然只有工农兵形象，但他们却是在红太阳的光辉照耀下手执毛泽东选集

的战斗姿态；《到农村去 到边疆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图中着军装青年的头伸出车窗，胸前别着毛

主席像章，无数的红宝书从车内伸出，人人脸上堆满幸福的笑容，这些都表现出领袖的无处不在。进入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特别是从１９７２年起，文化部由上而下组织全国性的美术作品展览，使此后的海报具备
了有别于红卫兵时期海报画的特征：一是表达主题转变为文革后期出现的新事物，如上山下乡、五七道

路、赤脚医生、革命接班人等。二是“革命样板戏所形成的一些重要创作方法和原则，如‘红、光、亮’、

‘三突出’，就直接体现在此一时期所有美术作品的语言特征、叙事方法、造型原型之中。工农兵、社会

主义祖国和‘文化大革命’之后产生的新生事物成为艺术家们表现的重要题材”［９］１３２。２０世纪７０代初
期的海报画秉承了６０年代的风格，表现技法更加娴熟。当时的海报画主要有宣传批林批孔运动、宣传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批“水浒”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深入批邓、抗震救灾等。涌现了大批冲击力很强

的海报画，如《接过战笔 战斗到底》《做人要做这样的人》《团结起来 争取更大胜利》《学习雷锋好榜样》

等等。

３．４　毛泽东时代后期海报设计的发展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随着社会生活的变革，街头的海报画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不同于以前审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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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海报画越来越多，并且不断刷新人们的视觉，也刷新着人们的思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是中国政治
和经济建设的新时期，人心振奋，整个国家充满着期待和活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１９８３年举办的
“全国宣传画展览”涌现出了大批新面孔和新创意的海报作品。如《长大我也当社员》《爱祖国》《书籍

是知识的窗户》等迎来了海报设计的新高潮。

有西方评论家说：“如果没有海报画，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前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进入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后期，国家的首要任务由阶级斗争转为经济建设，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这时的民众已不愿用运动

的形式解决社会问题。因此与之前政治运动紧密联系的海报画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开始没落。同时因为

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电视、网络等媒体的出现使广告传播的形式趋于多元化，毛泽东时代的海报在人们

的视线中逐渐淡去。

４　毛泽东时代海报设计的表现形式及现实意义
法国艺术批评家丹纳讲，“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

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１０］１３１。这一理论对于我们理解毛

泽东时代的海报设计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丹纳所说的时代精神，是指一个时代里大多数人所具有

的精神，是人们希望、憧憬、追求并为之献身的东西。它充分体现了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１１］毛泽东

时代充满火热革命情怀的海报画的设计，是一个特殊年代里产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宣传品，那时的人们

热情激昂，充满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这种海报画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和视线里一直是主导的传媒形式。

从服务社会的层面来看，“毛泽东时代”的海报画具有以下特征：

（１）每张海报画都充满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尤其是“文革”前５年的海报画中都是语录不离手的工
农兵形象或领袖形象，所有语录与政治形势都在画中体现出来。（２）海报画没有名利感和商品气息，因
为几乎所有的海报画家都把创作海报画当作政治首要任务对待，没有功利心，创作态度认真严谨，作者

往往签署集体或单位的名字。（３）“文革”时期海报设色的“红光亮”和造型的“高大全”体现在所有画
面中，从色彩到形式都具有极强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４）画家受到时代革命激情的感召用心作画，把
真实情感注入画面。（５）印刷发行数量巨大，影响深远。

从海报设计的层面上看，毛泽东时代海报画虽然构图有些不太符合既有艺术法则而表达单一或粗

糙，但却具备强烈的只有那个时代才能出现的视觉艺术特质，许多作品的想象力不亚于“大跃进”时期

对粮食产量的狂想，如《让哲学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画面中出现了一片红色的海洋。虽然无名

的画家不一定学习过梵高、毕加索，但他们笔下充满了最大胆的夸张与最狂热的理想。

虽然许多国家都有大量的政治海报设计出现与出版，以配合政府的政治宣传，但质量高的海报并不

多，设计水平真正比较高，并且受到国际瞩目和得到广泛好评的海报设计除了苏联、波兰和古巴等以象

征手法为主的海报设计，毛泽东时代的海报设计则更加独树一帜。它在中国的近半个世纪，主要是作为

大众的需要和政治的喉舌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故此与西方的以商业或公益为主要目的海报设计截然

不同。在其发展过程中，使中国大众对于海报有了新的认识，并产生对于海报的特殊喜爱和情感，当时

海报视觉作品已成为人民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了那个时代一种文化符号。毛泽东时代的海报设

计相对今天已成为历史，但它却是一朵“中国化”、“本土化”的艺术奇葩。当然，今天的海报设计依然存

在和发展着，但已将以政治宣传为主的内容转变为以公益宣传和商业行为为主，成为广告视觉形态传达

的组成部分之一。

以客观的立场，用海报的传达形式叙述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用毛泽东时代的历史阐释那个时代的海

报设计是极其必要的。毛泽东时代的海报设计作为那个时代无声的强音，集中阐释了“文艺为工农兵

服务”的文艺思想，成为建构毛泽东时代独特形象体系的典型范式。但要注意的是当代的现实与毛泽

东时代的情况截然不同，对两个不同时代的不同理解是我们借鉴与学习时需要解决问题。因此，只有主

动进入研究的视域才能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理解毛泽东时代海报设计的独特体征，研究这一课题其实也

是为了从本质上划分毛泽东时代和今天的海报设计的区别，那个时代极力张扬的东西正是我们今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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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的，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理想和文艺观念中对社会绝大多数人的价值关怀，是作为一种信念和信仰存

在的，相信它也能成为检验当今社会生活、文化状态以及价值体系的参照系统，这是我们研究毛泽东时

代的海报设计的本义所在。

５　结语
毛泽东时代的海报设计是那个激情时代的产物，是无声的强音和理想的诠释。虽然其中理想化的

成分很多（后来批判的“假大空”），但那个时代海报设计的艺术和设计形式在区别西方和中国式现代民

族国家的进程中，成为时代政治和文化身份的象征，并形成了特定的艺术风格。当时，无论在任何公共

场所都可以见到海报画的张贴，它是大众了解祖国、认识世界、树立爱国情操的重要途径。当今，随着社

会的发展，各类媒介早已取代了海报的突出地位，同时也改变了海报为政治传播的目的，然而永远取代

不了的是艺术家为社会服务的本质，作为一个时代精神的产物和作为视觉图式传达的范式，毛泽东时代

的海报设计将是海报设计史上浓重的一笔。

随着我们对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等相同与相近的问题的思考、回顾
#

审视和研究，对毛泽东时

代海报设计进行再认识和再定义，相信会有更多的资料载入典籍，对我们以后的海报艺术设计的创作和

发展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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