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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的毛泽东形象研究①

赵湘学
(湖南科技大学 艺术学院ꎬ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新中国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ꎬ其中就有很多表现毛泽东形象的经典作品ꎮ 每个时期

的优秀作品都有其鲜明的特色ꎬ同时又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紧密相连ꎮ 从建国初期毛泽东形象的民族化探索ꎬ到“文
革”时期毛泽东形象的理想化宣传ꎬ再到新时期毛泽东形象的多元化发展ꎬ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毛泽东形象不断传

承和创新ꎬ这既反映了时代的变迁ꎬ也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化的价值内涵和主旨要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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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大国领袖:建国初期毛泽东形象的

民族化探索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ꎮ
自近代以来ꎬ倍受欺凌和压迫的中国人民站了起

来ꎮ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政权ꎬ以崭新

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ꎮ 新的国家政权既要在一穷

二白的基础上重整河山、促民生ꎬ又要在保持高压

态势下革故鼎新、谋发展ꎮ 这其中ꎬ构建大国领袖

形象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起到了强根固本、
凝心聚力的重要作用ꎮ 新成立的中国美术家协

会、中央美术学院等专业美术团体和单位聚集了

一大批美术人才ꎬ这些美术工作者的创作热情高

涨ꎬ把毛主席卓绝的历史功勋和爱民举动变成他

们创作的源泉ꎬ创作了大量优秀的革命历史题材

美术作品ꎬ全方位展现了开国领袖毛泽东的风采ꎮ
(一)新年画的推广———刻画毛泽东人民领

袖的形象

年画是中国百姓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形式ꎬ
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ꎮ １９４９ 年开始的“新年画创

作运动”继承与吸收了延安革命美术和西方写实

绘画的特点ꎬ成为新中国美术的“本土化”语言探

索研究的开始ꎮ 通过喜庆、热闹、祥和、向上的新

年画ꎬ表现人民群众对国家领袖的爱戴以及毛主

席与民同乐的思想感情ꎬ使毛泽东形象以最快的

速度向全国广大地区传播ꎮ 代表作品有«毛主席

和农民谈话»(古元ꎬ１９５０ 年)、«群英会上的赵桂

兰» (林岗ꎬ１９５１ 年)、 «民族大团结» (李琦等ꎬ
１９５１ 年)、«全国各民族大团结» (叶浅予ꎬ１９５３
年)等等ꎮ 这些画中的毛泽东在各族人民、工农

群众的簇拥中ꎬ大家欢声笑语ꎬ新中国一派生机勃

勃的景象ꎮ 特别是 １９６０ 年创作完成的新年画«当
代英雄»ꎬ由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老师集体创作ꎬ构
图宏大ꎬ场面壮观ꎬ极具大国风范ꎮ 正中的毛泽东

领着全国各族人民的英雄代表们昂首挺胸ꎬ大家

一起向着人民大会堂正门大厅ꎬ阔步迎面走来ꎮ
他们的背后是宽敞的广场以及远处崭新的中国革

命历史博物馆ꎬ天安门城楼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分

立两旁ꎬ神圣而庄重ꎮ 全画以横幅长卷式构图ꎬ展
现了新国家、新主人、新领袖的形象ꎬ表现出“数
风流人物ꎬ还看今朝”的磅礴诗意ꎮ

(二)中国人物画的改造———追求毛泽东形

象的写实与写意

中国画历来是注重政教功能的ꎬ但明清以来

中国画泥古不化ꎬ文人画情怀越来越重ꎮ 五四新

文化运动期间ꎬ陈独秀就呼吁美术的革命ꎬ提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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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西洋画写实的精神来改良泥古不化的中国

画①ꎮ 后来经过两次论争和改造ꎬ新中国成立后

的人物画也实现了由“画古人”到“画今人”的转

变ꎮ 欣喜的是中国画适应时代的要求ꎬ创作出许

多富有笔墨画味与民族深意的毛泽东形象ꎮ 如石

鲁 １９５９ 年创作完成的«转战陕北»ꎬ该作品以写

意的山水画形式ꎬ通过精心的构图布局ꎬ以小见

大、以少见多ꎬ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毛泽东的睿智和

谋略ꎮ “风景(山水)画可以通过曲折的关系表现

人的伟大ꎬ描写山的雄伟ꎬ就有人的存在ꎬ有时代

感情ꎮ”②黄土高原上红色山峦层叠ꎬ毛泽东一身

素装ꎬ侧背负手而立ꎬ眺望远方ꎮ 作者将百万雄兵

巧妙地隐藏起来ꎬ身边只有两个随从的群众和一

匹白色的骏马ꎬ但革命统帅运筹帷幄、胜券在握的

形象跃然纸上③ꎮ 画面中山岚间轻松勾画的笔墨

就如毛主席用兵如神一般ꎬ出神入化ꎮ 高耸的悬

崖绝壁上ꎬ如“父”一般挺立着一个“中国人的脊

梁”④ꎮ 同年ꎬ李琦创作的«主席走遍全国»运用写

实与写意相结合的手法ꎬ栩栩如生地再现了视察

途中的毛泽东形象ꎮ “毛主席风尘仆仆地走来ꎬ
一缕头发被风微微吹起ꎬ一手拿着草帽ꎬ一手叉腰

小憩ꎬ他眺望着祖国大地ꎬ看着工厂、农村、军营、
学校ꎬ也看着你和我”⑤这既是人民公仆的生

动写照ꎬ也是改造中国画题材的创新ꎮ
(三)中国油画的新风貌———塑造现实与浪

漫结合的毛泽东形象

油画作为外来画种ꎬ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就已

进入中国ꎬ但不太受中国观众和画家的青睐ꎮ 直

到 ２０ 世纪初ꎬ西洋画才开始备受推崇ꎮ 但在延安

时期的革命根据地由于受到条件的限制和约束ꎬ
鲜有画家从事油画创作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中国油

画经历了融合传统、学习苏联、再到走向民族化的

过程ꎬ产生了一大批感情真挚、富有民族特色的现

实主义风格革命历史题材优秀美术作品ꎮ 辛莽和

罗工柳是较早探索用油画语言表现毛泽东形象的

画家ꎬ两位画家都曾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和

工作ꎬ这反映出延安美术传统的延续性ꎮ 他们的

油画采用最质朴的语言ꎬ画风朴素ꎬ情感真挚ꎬ被
称为中国的“土油画”ꎮ １９５２ 年中央美术学院的

青年画家董希文创作完成油画«开国大典»ꎬ这是

中国油画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ꎬ具有里程碑

式的意义ꎬ因为它打开了油画民族化的大门ꎮ 明

亮的色彩、宏大的构图、吉庆的场面ꎬ应合了中国

人民的建国梦想ꎬ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大国魅力ꎻ蓝
天白云ꎬ团花锦簇ꎬ人声鼎沸ꎬ象征着新中国的生

机勃发ꎬ洋溢着人民领袖的大国情怀ꎮ 城楼上大

红灯笼高悬ꎬ城楼下红旗招展ꎬ彩旗飘飘ꎮ 毛泽东

位于画面的黄金分割点上ꎬ精神抖擞ꎬ气宇轩昂ꎬ
神采奕奕ꎮ 他站在麦克风前面向广阔的广场ꎬ身
后是众多开国元勋和笔直高大的红色顶梁柱ꎮ 毛

主席看了此画后都连连称赞“是大国ꎬ是中国”⑥ꎮ
但是ꎬ«开国大典»的油画民族化成功实践并没有

得到有效推广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期ꎬ新中国的

美术几乎全盘“苏化”ꎮ 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ꎬ
１９５８ 年以后“油画民族化”的呼声逐渐高涨ꎮ 毛

泽东主张用民族的形式ꎬ采用“革命现实主义与

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ꎬ来发展中国自己

的艺术ꎮ “从艺术发展自身来说ꎬ尤其是在油画

领域ꎬ苏联风格成为一种主导风格ꎬ艺术创作出现

单一化倾向ꎬ‘两结合’的提出无疑找到了一种取

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的文艺原则ꎬ将前阶段

文艺界几乎一边倒的苏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引入

到中国的民族化的道路ꎮ”⑦“民族化” 和“两结

合”的创作方法很快成为美术实践的主要选择ꎬ
诞生了很多经典作品ꎮ １９６０ 年ꎬ伍必端、靳尚谊

合作完成«毛主席和亚非拉人民在一起»ꎮ 该画

将“油画民族化”的理念运用到毛泽东形象的表

现中ꎬ通过采用中国绘画平涂加勾线的形式ꎬ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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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物的体积和画面的空间ꎬ用中国百姓喜闻乐

见的审美关切ꎬ来表现大国领袖的风范ꎮ 钟涵于

１９６３ 年创作完成的«延河边上»ꎬ用最朴实的艺术

语言ꎬ表现领袖对百姓的浓浓“爱”意ꎮ 该画描绘

毛泽东和一位陕北老农沿着延河边走边聊ꎬ在金

色的夕阳中呈现出一种暖暖的人情味ꎮ 画中的毛

泽东以“全背”的背影形象出现ꎬ没有面部描写ꎬ
但能感受到人民领袖沉甸甸的责任与使命ꎮ １９６５
年ꎬ侯一民、周令钊、邓澍三人合作完成的大型油

画«永远跟着共产党永远跟着毛主席»ꎬ以毛泽东

“春风杨柳万千条ꎬ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诗意ꎬ来
描绘新中国在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国家万象更新ꎬ祥云溢彩ꎬ群英荟萃ꎮ 画面中全国

各族人民团结在毛主席周围ꎬ大家意气风发ꎬ一派

大国景象ꎮ “实际上ꎬ新中国重大历史题材创作

在‘民族化’思潮和‘两结合’方针的推动下ꎬ避免

了掉入照抄照搬前苏联主题性绘画模式的陷阱

中ꎬ这是新中国油画家智慧的成果ꎬ也是可以提供

给当代油画家的有益启示ꎮ”①

二　 不世之姿:文革时期毛泽东形象

的理想化宣传

文革时期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美术中的毛

泽东形象大都以 “高大全” “红光亮”的形式出

现ꎬ基本上没有艺术家个性的张扬ꎬ呈现出模式

化、标准化的“大一统”样式ꎮ
(一)英姿勃发的青年形象———突出毛泽东

领导大革命工农运动的历史地位

刘春华于 １９６７ 年执笔完成的油画«毛主席去

安源»ꎬ画面中青年毛泽东一袭长衫ꎬ意气风发ꎬ
右手夹红伞ꎬ左手握拳ꎬ头顶滚滚白云ꎬ穿越脚下

的秀美山河ꎬ迎风走在去安源的山路上ꎮ 该画如

“圣象”般表现出毛泽东青年时期的革命形象ꎬ受
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ꎬ成为文革时期的样板画

之一ꎮ 周树桥 １９７１ 年创作的«湖南共产主义小

组»ꎬ成功再现了毛泽东早年在长沙组建共产主

义小组的历史场景ꎮ 画面人物被安排在三角的构

图关系上ꎬ身着白色长衫的青年毛泽东站起身来ꎬ
在头顶的黄色灯光照射下ꎬ坚毅的表情ꎬ有力的手

势ꎬ仿佛在告诉大家革命的曙光即将来临ꎮ １９７２

年ꎬ杨之光、欧洋夫妇创作了国画«激扬文字»ꎬ该
画一气呵成ꎬ将传统笔墨与写实素描融为一体ꎬ表
现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主

编时的形象ꎬ成为文革期间用中国画的形式来表

现毛泽东形象的最为成功的作品ꎮ 侯一民于

１９７６ 年创作完成的油画«毛主席和安源工人在一

起»ꎬ用现实主义美术手法描绘了青年毛泽东深

入安源矿井开展工人运动的历史场景ꎮ 昏暗的矿

井内劳动环境恶劣ꎬ在微弱的光线下ꎬ一群苦难的

矿工拥挤在毛泽东周围ꎬ一张富有亲和力的年轻

面孔非常突出ꎬ毛泽东正耐心地做着大家的工作ꎬ
散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ꎮ

(二)文韬武略的统帅形象———突出毛泽东

在革命武装斗争中的丰功伟绩

毛泽东是人民军队的创始人和领导者ꎬ在艰

苦卓绝的革命武装斗争中建立了最卓越的功勋ꎮ
文革中美术家们纷纷用画笔描绘出毛泽东文治武

功的统帅形象ꎬ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武装革

命的历史ꎬ突出了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ꎮ 很多

表现毛泽东形象的美术作品特征明显ꎬ有着很浓

烈的时代气息ꎮ 一是红红火火ꎬ强调红色气氛的

表现ꎮ 如蔡亮 １９７２ 年完成的«八一五之夜»ꎬ延
安军民欢庆抗战胜利的夜晚是红色的ꎬ游行队伍

的火把点亮了革命的圣地ꎬ一组抬着毛主席巨幅

画像的欢庆队伍出现在最前方ꎬ毛泽东形象在红

色火光的映衬下异常醒目ꎮ 二是气势如虹ꎬ注重

仪式感的表达ꎮ １９７３ 年ꎬ何孔德、高泉、纪晓秋、
陈玉先合作完成的油画«秋收起义»ꎬ画中年轻的

毛泽东身穿中山制服ꎬ手持斗笠ꎬ正率领由工人、
农民、起义军人组成的工农革命军大步走向前方ꎮ
画面中的人物就像一组组群雕ꎬ仪式感十足ꎮ 另

外ꎬ１９７４ 年高虹、何孔德、彭彬三人完成的油画

«步调一致才能取胜»用向心式的构图表现毛泽

东的红军领袖形象ꎮ 年轻的毛泽东穿着红军制服

背着斗笠ꎬ站在整装肃立的工农部队中间ꎬ扳着手

指宣布军纪军规ꎮ 他的正前方是一面迎风飘扬的

红旗ꎬ后面是翠竹和金色的阳光ꎬ极具象征意义ꎮ
三是诗情画意ꎬ专注革命浪漫情怀的抒发ꎮ 在艰

苦的长征岁月ꎬ毛泽东用坚定的革命信仰和浪漫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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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革命情怀感动了他的革命战友和红军战士ꎮ 沈

尧伊 １９７６ 年完成的大型长征题材油画作品«而今

迈步从头越»和«革命理想高于天»ꎬ就描绘了毛

泽东的诗词意境ꎬ烘托出毛泽东在逆境中的睿智

与自信ꎮ 基于画家本人对领袖毛主席的真挚感情

和实地考察ꎬ他成功塑造了一个沉稳、豪迈、乐观

的红军首长形象ꎮ 四是地方特色ꎬ聚焦特定情谊

的描写ꎮ 如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美术创作组ꎬ
先后完成了大量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ꎬ由于其作

品统一署名为“秦文美”ꎬ成为文革美术集体创作

的典范ꎬ被称为“秦文美”现象①ꎮ 他们通过系列

美术创作ꎬ弥补毛泽东在陕北十三年期间因为缺

少大量的图片和记录而无法还原的现场ꎬ用画笔

记录了毛泽东在陕北的点点滴滴和重要时刻ꎮ 其

中ꎬ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幸福渠» «毛主席和

我们心连心»«铜墙铁壁»«在毛主席身边成长»和
«毛主席在大生产运动中»等ꎮ 这些作品体现出

陕北人民与领袖的特殊情谊ꎬ有着浓浓的黄土

味道ꎮ
(三)爱民如子的领袖形象———突出建国后

毛泽东与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

毛主席亲民爱民ꎬ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ꎮ 文

革期间就创作了大量表现毛泽东与人民群众在一

起的美术作品ꎬ突出反映了毛泽东与人民群众的

鱼水之情以及新中国的变化ꎮ 陈衍宁创作的油画

«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ꎬ以 １９５８ 年毛主席视察

棠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历史事实为选题ꎬ突出表

现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和人民情怀ꎮ 该画描绘了在

一个晴朗的日子ꎬ满面红光、精神抖擞的毛泽东带

领一群农民正阔步走在乡间的泥路上ꎮ 罗工柳、
全山石根据 １９６５ 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故事背

景ꎬ合作完成油画«毛泽东重上井冈山»ꎮ 画面中

毛泽东和井冈山群众站在山顶ꎬ身材高大的毛泽

东正兴致勃勃地与大家交谈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一
个结实的小伙子比毛泽东还靠近画面中心ꎬ他脸

上堆满灿烂的笑容ꎮ 应该说ꎬ在毛主席的心中社

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才是当之无愧的时代

英雄ꎮ
文革中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受到政治运

动的影响ꎬ强调政治的需要ꎬ从而达到高度理想化

的视觉效果ꎮ «开国大典» «东方破晓» «延安火

炬»等经典美术作品的修改与重画ꎬ都受到政治

事件的影响ꎬ被反复地修改、调整ꎮ “美术家们根

据历史和政治的需要ꎬ在表现毛泽东的伟大的同

时ꎬ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他神圣化ꎬ甚至神化ꎮ”②

而且有些形象经过历史的沉淀ꎬ已经深入人心ꎮ
直至今天ꎬ很多人对毛泽东形象的解读与观看ꎬ依
然是依照文革时期的标准来进行的ꎮ

三　 传承创新:新时期毛泽东形象的

多元化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ꎬ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

新时期ꎮ 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

的国际背景下ꎬ用主题性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

作来弘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和革命精神ꎬ有着特

殊的意义和重要的作用ꎮ 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

中的毛泽东形象也增加了新的形式和内容ꎬ继续

发挥出强大的向心力作用ꎮ 同时ꎬ文化的多样性、
多元化对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的毛泽东形象

也提出了新的机遇与挑战ꎮ 值得肯定的是ꎬ正面

的毛泽东形象就像一颗定心丸ꎬ在错综复杂的国

际环境中ꎬ旗帜鲜明地昭示了国家的社会主义性

质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ꎮ 不管国际政治形势

怎样的风云变幻ꎬ国内经济发展怎样的热火朝天ꎬ
当代艺术怎样的千奇百怪ꎬ但中国共产党人初心

和使命始终不变ꎬ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的毛

泽东形象没有缺位ꎮ
(一) 缅怀与纪念———表现难忘的毛泽东

形象

１９７７ 年 ９ 月ꎬ为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ꎬ中
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美术作品展”ꎬ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

美术展览活动ꎮ 一连串全国性的美术展览ꎬ一大

批塑造毛泽东形象的精品力作诞生ꎬ使 １９７７ 年成

为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丰收年ꎮ 这些作品在

构图上追求纪念碑式的朴素和端庄ꎬ造型上力求

形象的准确与逼真ꎬ色彩上更是呈现出厚重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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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华:«特殊时期的美术创作———陕西省美术创作组“秦文美”现象的研究»ꎬ西安美术学院博士论文ꎬ２０１６ 年ꎬ第 ４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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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感ꎮ 陈逸飞、丘瑞敏的油画«在党的“一大”会

议上»描绘了终生坚持共产主义信仰的六个“一
大”代表在上海会场内的情形ꎬ历史瞬间被凝固

在画作之中ꎮ 年轻的毛泽东一身白色长衫站立在

画面的中心位置ꎬ他右臂抬起ꎬ掌心朝上ꎬ手指微

张ꎬ指向前方ꎮ 虽然党史上毛泽东只是参加中共

一大的湖南代表ꎬ但后来的革命历史发展证明毛

泽东是当之无愧的核心ꎮ “把毛泽东作为会议的

中心人物来刻画ꎬ这或许不是当年细节上的历史

真实ꎬ但在历史的大趋势中ꎬ这确又是真实的历

史ꎮ”①陈衍宁的油画«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ꎬ表
现了毛泽东«沁园春长沙»的诗词意境ꎮ 意气

风发的青年毛泽东手握卷着的报刊ꎬ伫立在湘江

岸边ꎬ脚下是红叶沃土ꎬ远处是橘子洲头ꎬ江中百

舸争流ꎬ天空云团翻转ꎬ一派豪情壮志的景象ꎮ 其

它的作品ꎬ如«向井冈山进军» «毛主席在连队建

党»«遵义会议»«万里长征诗不尽»«三军过后尽

开颜»«黄河儿女»等ꎬ都用不同的内容和形式表

达了对毛主席的缅怀和纪念ꎮ
(二) 回归与理性———再现真实的毛泽东

形象

改革开放伊始ꎬ当时国内的年轻艺术家大多

追捧西方的现当代艺术ꎬ形成全国范围内的“８５
美术思潮”ꎮ 与此同时ꎬ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

数量大幅减少ꎬ并且灰色调被大量运用ꎮ 作品中

的毛泽东形象也逐渐摆脱文革模式的影响ꎬ开始

回归理性ꎮ 一些生前亲密的战友又开始出现在毛

泽东的身旁ꎬ如 １９７９ 年尹戎生重新创作的油画

«夺取全国胜利———毛主席和老帅们在一起»ꎬ就
在原画的基础上增加了刘少奇和彭德怀两人ꎮ
１９８７ 年沈嘉蔚经过十多年的资料搜集和历史考

证ꎬ完成了现实主义题材大型油画«红星照耀中

国»ꎬ这件巨型作品长达 １１ 米ꎬ由六联构成ꎬ画面

中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重要人物几乎悉

数“到场”ꎮ 该画描绘了陕甘宁边区 １２４ 位不同

年龄、性别、身份和职业的代表性人物群像以及这

些人物的穿着打扮和精神气质ꎮ 与以往革命历史

题材美术创作中的毛泽东形象不同ꎬ不仅毛泽东

不在画面的中心ꎬ也不是画面的主角ꎬ而且一部分

身体被遮挡ꎮ 在此画中ꎬ毛泽东只是作为众多

“红星”中的一颗ꎬ如果不认真查看ꎬ很难一眼就

看到ꎮ 从 １９７５ 年开始ꎬ有过多次革命历史画成功

经验的沈尧伊先后五次独自走访长征路线ꎬ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创作了“长征史诗”大型连环画«地
球的红飘带»ꎬ并在此基础上于 １９９７ 年完成大型

油画«遵义会议»ꎮ «地球的红飘带»以电影镜头

不断切换的形式ꎬ采用现实主义美术手法ꎬ用宛如

刻刀般的线条以及犀利的人物造型ꎬ真实再现了

长征中的红军以及革命领袖群体形象ꎮ 特别是

«遵义会议»的创作目的已经不是为了突出毛泽

东的形象ꎬ而是专注在革命历史紧要关头中共中

央召开遵义会议进行集体决策的真实场景呈现ꎮ
画面没有绝对的中心ꎬ毛泽东被安排在左半部分ꎬ
他坐在桌旁ꎬ右腿放在左腿上ꎬ左臂倚在桌上手里

握着一盒香烟ꎬ右手正从烟盒里拿烟ꎬ完全是一种

放松的姿态ꎬ没有半点做作ꎮ 与文革美术“红光

亮” “高大全”不同的是ꎬ画面以青灰色调为主ꎬ
里面的人物更是没有丝毫笑容ꎮ 此时此刻ꎬ大家

想到的是怎样摆脱困局ꎬ关心的是革命的前途ꎮ
所以ꎬ他们的表情都是凝重的ꎮ 这完全符合当时

的历史情境ꎬ其现场感和真实感是撼人心魄的ꎬ充
分考虑了革命斗争的复杂性ꎬ堪称第一幅全面、真
实、深刻地表现遵义会议的革命历史画ꎮ

(三) 初心与使命———呈现立体的毛泽东

形象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ꎬ而中国继续走在社会主

义大道上ꎮ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和平演变的图

谋失败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树立与维护毛泽

东的正面形象起着重要的作用ꎮ 这让我们更加清

醒地认识到ꎬ毛泽东这一面旗帜丢不得ꎬ也丢不

起ꎮ 为了用艺术的方式塑造国家和民族的精神ꎬ
２００５ 年国家启动了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ꎬ
诞生的 １０４ 件作品中有毛泽东形象的共 １９ 件ꎬ约
占总数的五分之一ꎮ 以独立形象出现的有李象群

的雕塑«毛泽东在延安»ꎻ以中心人物形象出现的

有何红舟、黄发祥的油画«起航———中共一大会

议»ꎬ刘大为、苗再新的中国画«会师井冈———井

冈山革命斗争»ꎬ王希奇的中国画«长征»ꎬ王洪亮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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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雕塑«红军长征的将领们»ꎬ张庆涛的油画«湘
江１９３４»ꎬ吴山明、何士扬、吴激扬的中国画«遵
义之春»ꎬ王有政、杨光利的中国画«纺线线———
延安大生产运动»ꎬ郭北平的油画«延安文艺座谈

会»ꎬ毕建勋的中国画 «东方红———杨家 岭
１９４５»ꎬ高天雄的油画«转战陕北途中»ꎬ唐勇力的

中国画«新中国诞生»ꎬ王少伦的油画«第一届政

治协商会议»ꎬ陈坚的油画«共和国的将帅们»ꎬ马
振声、朱理存、周顺恺的中国画«川西三月»ꎬ马刚

的油画«毛泽东会见尼克松»ꎻ以群像形式出现的

作品有胡伟的油画«陈独秀与‹新青年›»ꎬ赵建成

的中国画«国共合作———１９２４广州»ꎬ梁明诚的

雕塑«１９４５重庆»ꎮ 最为重要的是ꎬ不同艺术语

言的尝试不仅丰富了毛泽东形象的表达形式ꎬ也
使毛泽东的形象更加立体化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３
日ꎬ“领袖人民———馆藏现代经典美术作品展”
在国家博物馆开幕ꎮ 展出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

革命历史题材美术精品力作ꎬ再现了中国革命的

艰辛历程以及毛泽东的光辉形象ꎮ 其中ꎬ唐勇力

重新绘就的巨幅中国画创作«新中国诞生»高 ４.８
米ꎬ长 １７ 米ꎬ气势宏大ꎬ民族气息浓烈ꎬ有着大国

蒸蒸日上的气象ꎬ被陈列在中央大厅的正中央ꎮ
画面中毛泽东领着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

共 ６３ 人ꎬ一字排开巍然站立在天安门城楼上ꎮ 背

景是端庄大方的红柱、红窗、红灯笼ꎬ两边是汉白

玉栏杆ꎬ头顶是腾空飞起的 １００ 只白色和平鸽ꎮ
正中间的毛泽东站在麦克风前正向全世界宣告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ꎮ 这既是激动人心的精彩瞬

间ꎬ也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集中表达ꎮ 置身画

前ꎬ观者有一种荡气回肠、余音绕梁的感觉ꎬ爱国

之情油然而生ꎮ
新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不仅是中国

革命历史集体记忆的生动呈现ꎬ也是中华民族文

明进程中新的光荣传统的大力弘扬ꎮ 这些作品中

的毛泽东形象体现出他与人民同在、与同志同行

的光辉形象ꎮ 最为重要的是ꎬ不同艺术语言的尝

试不仅丰富了毛泽东形象的表达形式ꎬ也使毛泽

东的形象更加立体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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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ｐｅｒｉｏｄ ｈａ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ꎬ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ｒａ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ｉ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ｓ ｉｍａｇ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ｄａｙｓ ｏｆ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ａꎬ
ｔｏ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ｌｉｚｅｄ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ｏｎ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ｓ ｉｍａｇ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ｔｏ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ｏｎ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ｓ ｉｍａｇ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ｅｒｉｏｄꎬ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ｓ ｉｍａｇｅ ｉｎ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ｔｈｅｍ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ｌｌｙ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ｄꎬ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ｎ￣
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ｅｍｂｏ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ꎻ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ｔｈｅｍｅꎻ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ꎻ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ꎻ ｒｅａｌｉｓｍ

(责任校对　 游星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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