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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正道：百年党史中的毛泽东图像艺术

赵湘学
（湖南科技大学 齐白石艺术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图像艺术是记录和表现历史的重要方式。毛泽东图像艺术在百年党史的真实情境之中不断发展，既是一代伟
人毛泽东形象的视觉呈现，也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大变革的真实缩影。以摄影照片、美术创作、影视作品为类型分析百

年党史四个历史时期中毛泽东图像艺术的特点，对增强文化自信、彰显革命精神和讲好中国故事具有重要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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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
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

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

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

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

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①为了呈

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光辉业绩，人们用

摄影、美术、影视等艺术形式创造了大量毛泽东图

像作品。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正好是人类社会图像

艺术蓬勃发展的时期，摄影、摄像技术不断成熟，

传统和现代艺术不断更迭，而这些既与中国共产

党第一个百年征程的历史叙事紧密联系，又与毛

泽东个人的成长历程以及毛泽东形象的构建遥相

呼应。毛泽东图像艺术发生与发展在近现代中国

社会大变革的真实历史情境中，既是百年党史中

的一种可以深刻感知的视觉文化呈现，也是中国

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里最具代表性的形象标识。

一　百年党史四个时期中的毛泽东图
像艺术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俄国的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五四运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以

毛泽东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积极投身革命实

践，在历史上留下了珍贵的图像艺术资料。由于

当时的物质条件限制和革命斗争的特殊性，毛泽

东从１９１７年离开韶山冲外出求学，到 １９２７年领
导开展武装斗争的１０年中，只留下少量照片。在
这些照片中，他总是身着一袭长衫，显得文质彬

彬。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诞生，毛泽东作为出席
“一大”的１３个代表之一，亲历了这一伟大时刻，
遗憾的是没有摄影记录。从 １９２７年秋收起义到
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期间，也没

有发现关于毛泽东的照片。从 １９３１年中共苏区
中央局成立到 １９３４年第五次反“围剿”，这段时
间留存了５张有关毛泽东的照片。与之前照片中
的长衫马褂形象截然不同，这些照片里的毛泽东

穿着中山式短装，衣服上有４个大口袋，已经蜕变
为一个身着戎装的革命领袖。他与同学、父母、友

人、同志、战友之间的合影，成为革命早期青年毛

泽东视觉形象的来源。但这些摄影照片数量相当

有限，不足以完整呈现毛泽东在艰苦岁月里参加

革命斗争的光辉形象。

陕北既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又是出发点②。

埃德加·斯诺是第一个进入陕北采访毛泽东的美

国记者，为毛泽东拍摄了历史上著名的头戴八角

帽照片，他也是第一个在西方媒体上正面宣传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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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形象的美国记者。照片中毛泽东身穿红军军

装，头戴有红五星的八角红军帽，穿着有红领章的

制服，展现了一个年轻俊秀、健康自信的革命领袖

形象。在这之前，国民党反动派及国外反共势力

穷尽所能，丑化、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领袖和红军形

象，对苏区进行严密的封锁。这张照片在国内外

杂志的刊登和出版，让越来越多的人见到了真实

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形象，起到了很好的正面

宣传作用。随着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国内外的记者和摄影工作者纷纷采访报道毛泽

东，从不同视角拍摄了大量毛泽东的工作和生活

照片，开启了用图像记录和推广毛泽东形象的历

史新纪元①。这些纪实性的摄影照片不仅记录了

毛泽东真实的工作、生活场景，也表现了中国共产

党人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英雄气质和百折不挠、

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根据这些照片制作的毛泽

东领袖像被广泛地运用在邮票、纸币以及会议、文

书、证书上，甚至印到了火柴盒上。从中可以看

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政权建设，已经开始

重视领袖形象的宣传。同时，悬挂和张贴用便捷

的木版画形式制作的毛泽东领袖画像，成为抗日

根据地人民群众自发的行为。另外，毛泽东的摄

影照片和画像也越来越多地刊登在抗日根据地以

外的国民党统治区的报刊上，使中国共产党和毛

泽东的形象在更大的范围传播。随着解放军一路

攻城拔地，毛泽东的领袖像不断出现在入场仪式

和庆祝队伍里。１９４９年 ９月 ３０日，毛泽东当选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这一天，由

周令钊绘制的巨幅毛泽东领袖像，庄严地悬挂在

天安门城楼上。

（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
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

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自此，中国的历史

开启了新纪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自力更生、披荆斩棘、励精图治、治国兴邦，创

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摄影和美

术创作，成为这一时期毛泽东图像艺术的主要表

达方式。不同的是，摄影往往着重于记录，而美术

创作着重于创造；相同的是两者都着力表现新中

国的新气象、新面貌。从这一时期留存的大量摄

影和美术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中华民族

自信心的提振和有序社会的建立，与新中国成立

前的旧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正是以毛泽东为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

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领导中国人民打破一

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从实质上改变了国家

的风貌和人民的生活，构建了一幅社会主义的美

好图景。这些摄影与美术创作记录和表现了毛泽

东在新中国建设中的很多细节和瞬间，成为毛泽

东图像艺术的重要来源。

新年画和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成为社会主

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创造毛泽东图像艺术的主要手

段。一方面，人民群众通过喜庆、热闹、祥和、向上

的新年画，表现民众对国家领袖的爱戴，也表现了

毛主席与民同乐的思想感情，使毛泽东形象以最

快的速度向全国广大地区传播。如 １９６５年侯一
民、周令钊、邓澍合作完成年画《永远跟着共产党

永远跟着毛主席》。又如《六亿神州尽舜尧》，是

根据毛泽东诗词《七律二首·送瘟神》里“春风杨

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诗意创作的。全

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周围，

万众一心开创新时代，画面中的人物个个都是意

气风发，精神抖擞。这件作品用中国画的笔意和

传统壁画中随类赋彩的手法，与西方油画语言相

结合，是油画“民族化”和“双结合”的重要实践，

堪称中国油画民族化的典范。另一方面，通过革

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

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表现毛泽东的革命历史功

绩。１９５１年、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５年、１９７０年组织了四
次大规模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产生了一大批

以毛泽东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经典作品，成为中国

现代美术上独具特色的光辉篇章。与“纪实”的

摄影照片不同，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更多是先

验式的再现，这种先验式的艺术表现手法是完全

基于对整个革命历史的认知，侧重于突出胜利的

主题，来描绘革命历史中的毛泽东形象。这些美

术创作大都是在摄影照片上的再次创造，比摄影

更集中、更典型地表现出毛泽东的历史形象，形成

富有民族特色的图像风格。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时期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强调：“从许

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

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

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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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

且还要继续发展。”①１９８０年，意大利记者奥琳埃
娜·法拉奇在北京访问了邓小平，她问道：“天安

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

回答：“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

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

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②这一时期关于毛泽东的

美术创作在风格上更加偏重于现实主义，并明显

加强了对“集体”形象的构建。如沈嘉蔚１９８７年
完成的油画《红星照耀中国》以全景式构图绘就

了延安时期１２４名真实的历史人物团结、自信和
乐观的精神面貌。“沈嘉蔚所构造的画面全部统

一于棕褐色调，毛泽东仅是作为一位革命家，把中

间位置让给其他革命同志，和大家一起走在红色

革命的大道上。在这里，人人都是主角，画中１２４
位，貌似都在讲自己的故事。”③改革开放后，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如既往维护和肯定毛泽东的

历史功绩，这对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地坚持走社会

主义道路尤为重要。１９９９年发行的第五套人民
币，采用毛泽东的头像作为所有纸币的正面主体

人物图案沿用至今，并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和数

字化在世界流通，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在全党和全

国各族人民心目中拥有的崇高地位以及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浪潮中的独特标识意义。

毛泽东逝世后，表现毛泽东形象的影视作品

在社会上起到很好的核心价值引领和爱国主义教

育作用。毛泽东的荧幕形象和革命故事迅速成为

老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像古月、唐国强、侯京健

等毛泽东特型演员的扮相也成为毛泽东图像的另

一种延续。进入２１世纪，党的十六大明确回答了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

重大问题。为了用艺术的方式表现中国人民波澜

壮阔的反帝、反封建、反殖民主义斗争和社会主义

革命、建设的近现代历史，中宣部、文化部、财政部

联合启动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题材涵盖从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到
２１世纪初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历史
人物和事迹，共诞生了１０４件美术精品，其中有毛
泽东形象的共１９件，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一，这充
分证明了毛泽东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巨大影响

和伟大功绩。特别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６０周年的《建国大业》（２００９年）、献礼建党９０周
年的《建党伟业》（２０１１年）和献礼建军 ９０周年
的《建军大业》（２０１７年）等电影构成的“三部
曲”，把毛泽东置于中国三大革命历史的具体情

境中展现，使得毛泽东形象更加突出和立体。可

以说，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不论是美术创作，还

是影视作品，都着力塑造出毛泽东在近现代历史

语境中的真实形象。而且，越来越多的政府组织、

企业单位、机构和家庭也开始悬挂、张贴或摆放毛

泽东图像，这种自发的行为是对领袖毛泽东怀念

崇敬感情的真实体现。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从党的十八大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６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毛
泽东同志诞辰１２０周年纪念日前往毛主席纪念堂
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他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座

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科学评价了毛泽东以及

毛泽东思想，并提出“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

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

个务必’”④。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缅怀一代伟人毛泽东，回顾过去，放眼未来，号召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不懈奋斗，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的最有力声音。毛泽东

作为开国领袖，在人民心中拥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２０１６年 １月，国家博物馆以“领袖·人民———馆
藏现代经典美术作品展”为题，共展出４２件表现
人民与领袖鱼水之情的精品力作，其中有１４件作
品呈现毛泽东领袖形象。最为耀眼的作品是唐勇

力的大型中国画《新中国诞生》（２０１５年）。该画
表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天安门城楼上以毛

泽东主席为中心的６３位领导人的魅力风采，生动
传神，大国气象油然而生。还有越来越多的影视

作品塑造的毛泽东形象产生了良好的口碑，与观

众产生了很好的情感共鸣。如电影《红船》（２０２１
年）以“红船精神”为主题，表现出毛泽东等最早

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演绎出中国共产

党的诞生过程。另一部电视剧《觉醒年代》（２０２１
年）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背景和建

立过程，引发了广大观众的热烈关注，获得了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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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玮，吴志菲：《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４０页。
殷双喜：《毛主席：纪念毛泽东诞辰 １２１周年影像经典·美术卷》，人民美术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４页。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２０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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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般的好评。该剧巧妙再现了在那个民族危亡的

时代，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毛泽东等一

大批觉醒的知识分子，是如何为救国救民毅然走

上革命道路的。

为更好地展现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

程，２０２１年５月５日，巍然耸立、气势恢宏的中国
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正式落成。该馆把关于毛泽东

的图像艺术置于百年党史的大环境中，让观众深

刻感受到毛泽东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历史地

位。通过美术作品的征集，在原有题材的基础上

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并使原有的题材有了新的

内涵表达。如李前的大型油画作品《光明在

前———中共七大召开》（２０２１年），作者根据自己
对“党的七大”的理解以及画面的需要，对毛泽东

的形象进行了特别刻画。“毛主席是这件作品的

主要人物形象，我对他的形象刻画有一个要求，就

是要画出这是在延安工作生活期间人民心中的领

袖形象，是对他在这个时期的一个形象概括，他穿

着平实朴素的灰布制服，迈着轻松的步伐，带着愉

快的笑容，一只手拿着帽子，另一只手夹着香烟向

大家走来。为增加他在画面上的吸引力，我在他

的衣领上画了一条围巾，以区别于其他主要人物，

这是他在延安时期经常的装束。没有找到适合自

己要画的毛主席这个角度、光线与表情的照片资

料，因此，综合了他的许多特征，将我所理解的毛

主席的形象画出来：他新理了头发，显得神清气

爽，他的微笑发自于心底，他应该是一个充满自信

的、开朗的、乐观的、朝气蓬勃的领袖，他应该是一

个人们心中很美的毛主席！”①更为重要的是，该

画表现出的延安精神可以让人联想起中国共产党

人身上焕发出的自信的力量和奋斗精神。２０２１
年７月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再一次高度肯定了毛泽东同志
的伟大功勋，深切缅怀老一辈革命家，反复强调要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②。

二　百年党史中毛泽东图像艺术的三
种类型

（一）摄影照片

摄影照片在毛泽东图像艺术中，数量最多，传

播最广。从留存较少的毛泽东求学以及早期领导

工农、武装斗争的照片，到延安时期大量反映毛泽

东在革命斗争岁月中的黑白纪实摄影，再到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专职摄影师拍摄的用来翔实记

录毛泽东工作和生活瞬间的影像资料，无不是各

个历史时期的真实写照，烙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参加了两次会议，

留下了两张珍贵的合影照片，一张是１９２４年５月
５日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国共两党工作人员在莫里
哀路孙中山的住宅举行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

周年纪念日活动的合影，它成为大革命时期国共

合作的真实写照和见证③。另一张是 １９２７年 ３
月１０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参会的中央执
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的合影。毛泽东与

这些穿着绫罗绸缎的达官贵人迥然不同的是，他

把革命的希望带给了千千万万受尽剥削压迫的劳

苦大众身上，不仅针锋相对地开展与国民党右派

的斗争，而且积极组织和发动工农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肖冰、侯波、吕厚

民、钱嗣杰、杜修贤等在中南海给毛泽东拍摄影像

的工作人员，后来被形象地称为 “红墙摄影师”。

虽然毛泽东日理万机，但他独有的领袖风范和独

特的形象特征总是容易被摄影师的镜头捕捉到，

形成具有新中国领袖风采的肖像摄影风格。如侯

波拍摄的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亲切接见新疆农

民库尔班·吐鲁木的照片，吕厚民拍摄的毛泽东

与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亲切交谈的照片，杜修

贤拍摄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

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上的照片，都是当时全

国人民最熟悉、传播最广的领袖形象。“这些图

片的风格样式，奠定和构成了新中国领袖摄影

（特别是肖像摄影）特有的视觉样式和图像传统，

亦为我们研究在一个特殊的时代当中领袖人物的

图像语言，研究这类图像生产与使用的政治动机

和传播方式，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本。”④直到今

天，我们在端详这些摄影照片时，仍然会对这位领

袖产生亲切之感和崇敬之情。

（二）美术创作

中国自古以来就关注英雄及其图画的社会功

能，将之作为思想教育的工具，以完成“成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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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前：《谈油画〈光明在前———中共七大召开〉的构图和形象刻画问题》，《美术》２０２１年第７期。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７月２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毛泽东画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第４１页。
刘树勇：《山河·色月·图像》，《文明》２００６年第 ９期。



第２６卷 赵湘学：人间正道：百年党史中的毛泽东图像艺术

助人伦”的使命①。美术工作者响应中国共产党

的号召，创作出一大批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毛泽

东形象，是中国革命的图像史诗。当然，美术创作

中的毛泽东形象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每个时期的

优秀作品都有其鲜明的特色，同时又与其所处的

历史时代紧密相连。这些作品不仅充实了中国革

命的历史图像资料，填补了部分关于毛泽东的历

史影像的空白，而且大大丰富了毛泽东形象的艺

术表达，使毛泽东形象更加立体化、形象化。即使

是同一题材的美术创作，也能呈现不同的历史语

境。如在表现遵义会议这一重大题材上，彭彬的

油画《遵义会议》（１９７７年）是一件典型的浪漫主
义美术作品，用“红光亮”“高大全”的色调和形

象，描绘毛泽东领着与会的同志走出会场，在廊道

受到红军和百姓夹道欢迎的喜庆场景。画面中毛

泽东红光满面，面带微笑，左手叉腰，右手执烟置

于胸前，敞开军大衣，正昂首挺胸走在阳光普照的

走廊栏杆边，朝着在前方等候的战士与群众走去，

仿佛胜利就在眼前。而改革开放后沈尧伊创作的

油画《遵义会议》（１９９６年）则采用现实主义手
法，重点表现在历史紧要关头参加会议的革命同

志集体决策的历史状态，有一种强烈的历史现场

感。特别是该作品没有刻意突出毛泽东的中心位

置，参会的同志被巧妙地安排在不同的位置上，是

相互呼应的关系。整个画面采用青灰色调，里面

的人物没有笑容，烘托出当时严峻的革命形势，具

有极强的感染力。

还有，用不同的美术创作形式表现同一题材

会呈现不同的艺术效果和文化内涵。如“转战陕

北”这一段带有传奇色彩和黄土气息的革命历史

就诞生过多幅不同美术形式的经典作品。石鲁创

作的《转战陕北》（１９５９年）以“大山水、小人物”
的中国山水画形式表现毛泽东的伟大形象。“风

景（山水）画可以通过曲折的关系表现人的伟大，

描写山的雄伟，就有人的存在，有时代感情。有

时，它比直接描绘人物的画还有独到之处。”②通

过石鲁精心的构图布局，“中国人的脊梁”毛泽东

如“父”一般挺立在高耸的黄土高坡上③。虽然画

面中只出现了毛泽东与身旁的三名战士，但这种

“以小见大、以少见多”，人与山水天人合一的构

图形式，更好表现了转战途中毛主席的睿智和谋

略，以及“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④。而蔡亮、张自

鑊合作完成的《铜墙铁壁》（１９７２年）则是通过油
画的形式来表现转战陕北的革命主题。该画运用

轻快的笔触、明快的色彩描绘出毛泽东与陕北人

民群众的鱼水之情。正如毛泽东说的：“真正的

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真意地

拥护革命的群众。”⑤后来，习近平总书记也深刻

指出：“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

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⑥

（三）影视作品

改革开放后，影视作品成为毛泽东图像新的

艺术形式。电影《大河奔流》（１９７８年）虽然只用
了不到 ３０秒钟的时间来表现毛泽东视察黄河的
场景，甚至连他的面部镜头都没有给，但“影片公

映时的效果却出奇之好，当观众看到毛泽东出场

时，映入眼帘的尽管是个背影，但都不由自主地鼓

掌、激动”⑦。而《西安事变》（１９８１年）中的毛泽
东形象有了脸部特写，古月酷似毛泽东的外貌和

口音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四渡赤

水》（１９８３年）、《巍巍昆仑》（１９８８年）中关于毛
泽东的戏份不断增加。这两部电影除了烘托革命

岁月中毛泽东的运筹帷幄和英明神武外，他的一

些作为“人”的性格特点和生活细节也被更多地

表现出来。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和 ９０年代初，随着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５０周年、毛泽东诞辰
１００周年、长征６０周年、抗战胜利５０周年等活动
的开展，毛泽东题材的故事影片、纪录片、电视连

续剧等影视艺术创作达到一个高潮，涌现出《开

国大典》（１９８９年）、《大决战》（１９９１年）、《毛泽
东和他的儿子》（１９９２年）、《秋收起义》（１９９３
年）等优秀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影片中毛

泽东被刻画成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有着

“常人”的喜怒哀乐，这使得毛泽东形象更加真切

和感人。

进入２１世纪，表现毛泽东题材的影视作品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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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上）》，人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７页。
叶坚，石丹：《石鲁艺术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７页。
郑工：《“父”之为父———石鲁〈转战陕北〉一画的图像学分析》，《美术观察》２００８年第９期。
杨力舟：《创新立意———国画历史画创作之本》，载《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理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０页。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３９页。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２０２１年第７期。
李梦学：《用电影讲述毛泽东》，《中国艺术报》２０１２年 ５月 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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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多，出现了“毛泽东热”。为纪念毛泽东同志

１２０周年诞辰，中共湖南省委与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共党史研究室联合创作了大型文献史诗片电视

连续剧《毛泽东》（２０１３年），叙述了从１８９３年毛
泽东诞生到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段
波澜壮阔的历史。“对于如此鸿篇巨制，突出‘国

际大视野’，全景地展现毛泽东从早期立足于求

学思变、渐进变法、激进革命、国共合作、国共分

裂、井冈山游击战争，中期的长征、陕北抗日、三年

解放战争乃至到新中国成立过程中一个不断奋斗

求索并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全心真心为人民服

务，为中华民族崛起奋斗终生的毛泽东形象，从凡

人立体性折射伟人，人民永远怀念他。”①值得注

意的是，２００９年拍摄的《建国大业》与１９８９年拍
摄的《开国大典》在时代背景上有了明显的不同。

此时的中国经过３０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变得更加
强大，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功应对了各

种困难和风险挑战。所以，《建国大业》较之《开

国大典》更加侧重于表现国家形象、人民性与民

族感。该片塑造出的毛泽东形象少了很多之前生

活化的细节描写，而是代之以宏大的历史现场感

和民族想象。也有从个人感情视角讲述毛泽东的

影视作品，如表现丈夫形象《毛泽东和杨开慧》

（２０１４年），表现大哥形象的电视连续剧《毛泽东
三兄弟》（２０１６年），表现父亲形象的电影《毛泽
东和他的儿子》（１９９２年），这三部影视作品分别
以夫妻、兄弟、父子之间的关系为主线，讲述毛泽

东的革命道路，实际上也是百年党史中无数中国

共产党员“为大家舍小家”的一个缩影，表现了共

产党人为革命事业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三　百年党史中毛泽东图像艺术的当
代价值

（一）增强文化自信

人类社会已经步入图像时代，人们几乎每天

都要看图、制图、传图。图像的观看、表达与传播，

在现代变得越来越重要。一方面，图像作为现代

人类社会传播与交流的主要媒介，正以新的视觉

文化形态呈现出来，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考

察文化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人类文化的变迁实

际上就是媒介变化的结果。人类社会要发展就需

要有交流，有交流就要有合适的传播方式，传播媒

介和方式的不同，直接带来文化形态的变化。”②

另一方面，视觉文化的潜力正在各个领域展现，政

治的图像化、文学历史的电影化、生活的摄影化、

消费的视觉化、交往的视频化，使得人们更愿意沉

浸在视觉文化的图像艺术之中。“当代文化正在

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

真万确的事实。”③回看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

一是毛泽东图像艺术的发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

历史、文化和政治背景，在时间上与百年党史高度

契合，在空间上与文化追求密切相关；二是毛泽东

图像艺术的发生与发展，正好处于视觉文化的关

键成熟时期，艺术题材与形式的不断更新，影像与

印刷技术的不断成熟，图像媒体与摄影语言的普

及推广，也与百年党史的历史叙事和文化构想正

好吻合。

目前，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

文化自信显得尤为重要。在新时代，毛泽东形象

作为新的中国文化符号，代表自近代以来中华民

族觉醒与中国文化自信的精神精髓，具有很强的

标识性和识别度。而以毛泽东形象为表征的图像

艺术成为一种极具象征性的文化符号，表现出强

大的生命力。毛泽东形象集中体现出的精神诉求

和文化表达更容易引起共鸣，也就更具有积极的

文化现实意义。显然，毛泽东图像艺术有益于增

强文化自信。

（二）彰显革命精神

“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也是实现

共产主义理想的根本方法④。中国共产党从登上

中国历史舞台的那一刻起，就主动肩负起领导中

国革命之路的历史重任，与此同时又淬炼出中国

革命精神。何红舟、黄发祥创作的《启航———中

共一大会议》（２００９年）用油画的形式再现了以毛
泽东为中心的１３位与会代表在浙江嘉兴南湖登
船踏上领导中国革命之路的历史瞬间。当时嘉兴

南湖上这艘并不起眼的“红船”，却承载着亿万中

国人民的重托和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

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始至终坚持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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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祖群：《电视剧 〈毛泽东〉（上部）人物形象简论》，《电影评介》２０１４年第 ３期。
吴秋林：《图像文化人类学》，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４页。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５６页。
陈路路：《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革命精神的新时代诠释》，《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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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理想、保持革命本色、弘扬革命精神，而毛泽东

图像艺术无疑是最好的视觉呈现和图像诠释。

图像记录历史的轨迹，艺术绘就岁月的沧桑。

百年党史中的毛泽东图像艺术，用摄影、美术、影

视等形式描绘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里的红船精神、古田会议精神、苏区精

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

神等，这些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宝贵财富，其在百年党史中散发的品质

魅力，不仅承载着像毛泽东这样的革命先辈和前

人的牺牲与奉献，而且成为引领新时代中国社会

革命与自我革命的力量源泉和精神动力，也必将

激励着今人与后人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

不懈奋斗。

（三）讲好中国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

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

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

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

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①随着国际交往的日

益频繁，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越来越大，文化

软实力的竞争也变得愈发激烈。在这种国际环境

中，我们需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主动讲好中国

故事。图像作为重要的国际交流媒介和思维方

式，是国际无障碍的交流语言。毛泽东图像艺术

作为近现代中国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代表着中国

文化的独特魅力，无疑是最有说服力的中国故事

之一。“在后毛泽东时代，西方一些主流杂志的

封面图片经常使用毛泽东的形象，但通常很少与

政治相联系，而更多的是用其代表中国。因此，毛

泽东形象也成为最具识别度的‘中国面孔’。”②毫

无疑问，毛泽东是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和文化自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中国推动

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印有毛泽东头像的红色

纸币走向世界，就是最好的力证。

毛泽东图像艺术既是一部视觉化的党史故

事，也是一部图像化的历史教科书。虽然这些图

像艺术不可能完全真实再现当时的场景，但从图

文互证和图像功能来说，是对党史的一种真实表

现和有形言说。以毛泽东图像艺术的视觉文化形

式讲好中国故事，可以更好地促进人们了解党史、

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一张好的摄影作品、一件

好的美术作品、一部好的影视作品往往可以引起

情感共鸣，从而升华为一种内在动力和强大力量。

从毛泽东图像艺术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个中

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形象，更能感受到一种为理想

而奋斗的共产主义者的伟大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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