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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研究　

毛泽东形象———新的中国文化符号①

赵湘学
（湖南科技大学 艺术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毛泽东图像不仅是一种视觉符号，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主要是通过符号的图像化、文化的

图像化和图像的形象化来体现的。毛泽东形象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创造和发展了中国现代文化。在

今天这个图像的时代，毛泽东形象是新的中国文化符号，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象征，代表自近代以来中国

文化自醒、自信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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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本身就是“自然”的文化，它是文化的一种呈现方式。早在２０世纪初文化哲学创始人卡西尔
就认为图像代表文化的形式和观念，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文献资料。图像在现在更被视为新的文化形态，

在人类文明的交流和传播中发挥着自身的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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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

从人类近代社会开始，随着殖民的深入，西方文化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亚洲现代文化整体上可

以说成是盗版的西方文化，但毛泽东形象却是中国文化近一百年来最重要的原创，作为新的文化符号不

断发出耀眼的光芒。从文化的层面来理解毛泽东的图像艺术，可以为中国文化打开一个全新的视野。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７－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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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毛泽东图像是一种文化现象
毛泽东图像不仅是一种视觉符号，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毛泽东图像从产生到大量的生产，从夹缝

中生存到大量的存在，在文化史上诞生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图像奇迹。这种文化现象主要是通过符号的

图像化、文化的图像化以及图像的形象化来体现的。

（一）符号的图像化

人类通过运用符号创造和交流文化。图像是表达和交流的符号，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在

现代社会，图像是人类社会一种主要的语言符号，是一种重要的沟通方式，语言不仅限于文字和声音，也

包括图像，哑声电影就是有力的证明。清末民初的中国，虽然文字还是除了言语以外最主要的交流方

式，但图像已慢慢普及开来。特别是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开始，图像首先在中国的城市间流行起来，毛泽东
图像在红色政权的中心延安也已形成“星火燎原”之势，到新中国成立后迅速“燃烧”至全国乃至世界各

地，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制造了毛泽东图像的神话，至今毛泽东图像还在图像纷飞的新世纪占有一席
之地。

符号从最原始的记号开始，经历了文字化到图像化的过程。符号的发展遵循从简单到复杂再到简

洁的规律，从简单的记号涂鸦到复杂的文字系统再到简明直观的图像信息，随着制造图像的能力不断提

高，人类似乎更加认可便捷直观的图像。“在图像中，符号和对象的关系，或者能指和所指的关系，用皮

尔士的话来说，表现出‘某种性质的共同性’：用符号显示的关于图像的一种一致性或“适合性”被接受

者所承认。”［２］１３２在毛泽东生活的时代，中国文字符号的普及率较低，大部分的人基本都是文盲，图像作

为最易懂的语言符号，对文化的推广和形成起了关键性作用。

（二）文化的图像化

在日益便捷的现代社会，文化的传播有了以图像为文本的新媒介。伴随着图像科技的发展，印刷出

版业的繁荣以及电影、电视、电脑网络等新媒介的出现，其结果是带来了新的文化形态的崛起和传统文

化形态的更新。在这样一个视觉文化的时代，图像无疑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管是作为文化的载

体，还是作为历史的背景，都与人类文明的其他部分发生极为密切的联系。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正好是图

像媒介逐渐成熟的阶段，在之前文字作为数千年之久的传统文化形态，在之后图像却成为现代文化的新

特征，大量的毛泽东图像证实了中国文化从传统到现代蜕变的过程。但这种变化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替

代关系，尼尔森·古德曼在《艺术的语言》中说过：“任何程度的熟悉都不能把一段话变成一幅图；任何

程度的新颖都不能把一幅画变成一段话。”［３］２３１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字符号有过很多的经典，小说《红楼

梦》就是其中之一，这些经典的文字符号至今也不曾因为电视电影等图像的复制而有所超越，但符号发

展到现代社会，图像符号由于条件的成熟也在创造经典，毛泽东图像作为图像符号的经典同样不可

复制。

任何文化模式和文化行为及文化形态，总是包括形而上的观念与形而下的具体表现。图像就是最

为直观的具体表现，是人类文化的图式文本。“人类文化的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交流方式发

展变化的历史，是新的传播媒介涌现的历史，或者说，是文化越来越趋向于媒介化的历史。”［４］２６４图像作

为新的传播媒介和文献资料，承载着文化的记录和传承功能。毛泽东图像是现代中华民族一个独有的

文化符号，是中国现代社会独有的精神文化成果与痕迹，承载着毛泽东时代历史的记忆和中国人民不屈

不挠的革命精神。

（三）图像的形象化

黑格尔在其论著《美学》中说过：“艺术是用感性形象化的方式把真实呈现于意识。”［５］１２９在人类的

意识中，图像只是来源，而形象则是思考的结果。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在《灵

魂》中强调：“对于思想的灵魂而言，形象取代了直接的感知。”［６］１２同样，中国两晋时期的谢赫在其“六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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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强调“应物象形”首当追求“气韵生动”的内在活力［７］３５５。他们强调“象”不是事物本身的模版或

镜子，而是人类生命的气息所在。所以形象既是初识事物留下的“印象”，更是在意识思维中能动发挥

的“想象”。人类区别于其它物种的自我应证就是能在思考后产生形象化的语言和图像，这也是人类文

明的创造和痕迹。就像最早的象形文字一样，是对事物留在意识中的图像进行加工改造后的形象。

毛泽东图像表现了毛泽东的形象，毛泽东所处时代的图像是毛泽东形象的客观来源，后毛泽东时代

的图像是毛泽东形象的延伸。如果说毛泽东图像是有关毛泽东的各种各样视觉资料，那么毛泽东形象

就是对毛泽东图像的浓缩式表达。总体上毛泽东形象具有以下特征：既有诗人的情怀，又有革命者的气

魄；既有凡人似的爱恨情仇，也有英雄般的铁石心肠；既有农民的朴实，又有无产者的洒脱；既有现实的

精神，又有浪漫的理想；既有实地考察取证的细心，又有目空一切的大气；既有民主主义者的自由价值

观，又有共产主义者的救世理念；既有爱民如子的善心，又有嫉恶如仇的狠劲；既有打倒一切剥削压迫的

勇气，又有敢闯敢试的决心；既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同情心，又有“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的爱

国精神。他既是万民拥戴的领袖，又是孤独寂寞的长者；既是世界的楷模，又是民族的脊梁；既是革命的

导师，又是人民的儿子。

“形象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符号，而颇像是舞台上的一个演员，被赋予传奇地位的一个在场或人物，

参与我们所讲的进化故事并与之相并行的一种历史，即我们自己的‘依造物主的形象’被创造、又依自

己的形象创造自己和世界的进化故事。”［６］５毛泽东图像浓缩成为毛泽东形象，毛泽东形象完成了毛泽东

图像形象化的过程，当然这种形象化的过程还在继续。

二　毛泽东形象构筑了新的中国文化符号
“不能摆脱它的文化传统，正像植物不能离开土壤一样，它们或多或少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分泌和积

淀，因而能使我们看到人类思维过程的连续性。然而，任何一种新的出现，又都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否

定、一种革命。它们是‘物种遗传’中的一次突变、发展，从而又能使我们看到人类思想过程的间断和飞

跃。”［８］毛泽东形象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创造和发展了中国现代文化。在今天这个图

像的时代，毛泽东形象是新的中国文化符号，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象征，代表自近代以来

中国文化自醒、自信的精神。

（一）毛泽东形象是中国新的文化形式

近代以来，无论是本土文化的改良，还是民主文化的革命，都从根本上解救不了中国的文化，直到马

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９］但是，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刚开始似乎有些水土不服，直到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确立才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毛泽东是一位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革命的斗争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通晓中国的历史文化，

对中国的现实情况也是了如指掌。毛泽东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上不是一味地照搬，他总是

强调中国的问题还是要用中国的办法解决，反对一切教条主义，坚持从他所认识的中国实际出发，创造

出一种中国特色的革命新文化。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
化”概念：“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

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１０］５３４显而易见，毛泽东不仅洞彻传统文化的实质，而且领

悟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对传统文化中剥削压迫的内容猛烈抨击，立足于

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对马克思主义的精辟理论灵活运用，开辟了一条中国新的文化道路。

从延安时期开始，他就力主并实行文化生产工农化和文化普及大众化。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哪位

杰出的人物能像毛泽东一样热爱出身贫困的工人和农民，他说：“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的

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１１］８５５他的文化建设也主要围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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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文盲和半文盲来展开，而且要求受过传统文化熏陶或西方文化感染的知识分子要

“脱胎换骨，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１１］４３０伟大的人民艺术家古元，在延安创作一

幅放羊的版画就去征求放羊娃的意见，他就采纳了放羊娃说的“放羊不带狗不行”的建议。这样一来，

艺术家就充分考虑到了大众阶层的接受力，更加注重群众的参与性，消解了艺术家的“行家”本位观念。

这种文化内在结构性的变化必然带来中国文化新的形式。毛泽东形象更像是代表一场文化的平权运

动，一种要求文化民主的实践精神。毛泽东形象的创造者、观众基本都是工人和农民，有些是经过改造

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学习了西方先进的绘画和摄影技术后努力创造新的民族艺术形式，董希文就是一个

典型的例子，艾中信评价他创作的《开国大典》时说：“在油画艺术上的主要成就是创造了人民大众喜闻

乐见的中国油画新风貌。这是一个新型的油画，成功地继承了盛唐时期装饰壁画的风采，体现了民族绘

画特色，使油画朝着民族化的方向发展。”［１２］有些图像直接来自最底层群众的创造，他们对毛泽东带有

无限感激和怀念之情，而由于他们对文字形象认识和创造的有限性，直观明白的图像成为他们创造形象

的最大手段和目的，这种一改传统的做法从创作到观看都体现出人民群众最朴实的审美观和价值观。

毛泽东形象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图像，而是具有崭新意义上的图像，这种图像建立在传统文化艺术甚至

是民间工艺基础上，吸取了西方写实主义手法和立体造型方法，创造了一种老百姓都喜闻乐见的领袖人

物形象。毛泽东形象是传统与现代的更替、现实与理想的结合，是以图像的形式区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种崭新文化符号。

（二）毛泽东形象是中国新的文化表达

２０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罗素在《西方哲学史》序言中写到：“他们是他们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政治

制度的结果，他们（如果幸运的话）也可能是塑造后来时代的政治制度信仰的原因。”［１３］９毛泽东形象是

在中国革命和实践中塑造的领袖形象，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信仰和社会背景，这些都延续和影响了今

天的文化，毛泽东形象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表达。在当下的中国以毛泽东形象为表征的文化正不断表现

出它强大的生命力，毛泽东形象成为“具体地并集中地表现了以他作为其中一个成员的社会所共有的

思想与感情的人”的精神诉求和文化表达。黑白的毛泽东形象表达出朴素简单和朴实无华的作风，在

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更加具有积极的文化现实意义。满面红光的毛泽东形象表达出人民大众对他的感

情以及他创立的红色政权矗力不倒，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喜庆的红色增加了热情和意志的文化涵

义。慈祥微笑的毛泽东形象表达出包容开放的中国文化内涵，逐渐富起来的中国人民正以积极的心态

迎接下一轮的挑战。

“我发现这些故事都是赞美人民的统治者的武士，他们用不着在土地上工作，因为他们占有土地，

显然地是叫农民替他们工作。”［１４］６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就在书本和生活中领悟到封建剥削文化的实质，

他的一生都在和这个充满压迫和不平等的旧文化宣战，从井岗山到延安再到中南海，作为党和国家的最

高领袖从不搞特殊化，和最底层劳动人民一样的质朴和亲切，身体力行地实践着“改造旧道德、鼓励新

风尚”的革命文化，试图建立新型的道德价值观和倡导平民化的工作作风。毛泽东形象更像是一面道

德和理想的旗帜，代表着前进的文化方向，树立了中国新的文化价值观。

（三）毛泽东形象是中国新的文化自信

２１世纪的今天，毛泽东成为各种杂志、刊物上头版封面人物形象，天安门城楼高高悬挂的毛泽东画
像前人流穿梭，印着毛泽东头像的人民币畅通无阻。毛泽东形象是中国人民对毛泽东感情的真挚流露，

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感激他领导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奠定了民族复兴和人民富裕的信心和

力量；毛泽东形象使世界人民对毛泽东由衷的佩服，觉醒起来的世界人民佩服他自力更生的意志和敢于

反抗的决心，赢得了各国人民的尊重和大国形象的建立。毛泽东形象是自近代以来中国新的文化自信，

推动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凝聚和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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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代鸦片战争开始，面对强势又实用的西方文化冲击，中国传统文化贫弱至极，失去了往日的自

信和尊严。中华民族在近代处处挨打的历史使中国人内心深处存在着一种被别人看不起的耻辱感，当

毛泽东说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实际上是说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是一声自信的呐喊。

毛泽东时代建立了新的国家形象和国人形象。国内受压迫的劳苦大众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敢同一切

剥削势力做无畏的斗争；国际上不畏惧任何霸权，敢同一切帝国主义做殊死搏斗，取得了久违的地位和

尊严。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开始迎来自信的新时代。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毛泽东让

所有的中国人扬眉吐气，毛泽东形象代表着中国文化新的自信。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奉行霸权主义的国家借助文化渗透的方式竭力推销自己的文化观念，世界

范围内文化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成为当代国际斗争的重要内容。中国的文化复苏是这场旷日持久的文

化搏弈中的亮点，毛泽东形象则是中国新的文化符号，代表着中国文化前进的方向。毛泽东是一位有着

超凡远见卓识的人，他总能站在更高更远的角度来看待和处理问题。“以‘文化’始，以‘文化’终，对于

《毛泽东文集》的编选者来说，自是偶然之事。但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毛泽东，在一生的探索中和文

化课题结下不解之缘，却是事实。”［１５］２８显然，毛泽东对文化的关注已经印证了今天的时代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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