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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及重大题材叙事的艺术创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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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历史题材和重大题材所包含的无比丰富的内容来说，与之相关的艺术创作应该借助于包括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

美学、文学、艺术史学、文化人类学、艺术表现等不同学科与领域的各个角度来探讨其间的种种复杂关系。实际上，在当下的

这项艺术工程的实施过程中，这种跨学科的联系还不是十分自觉和十分充分地表现出来。我相信，在今后的历史题材和重大题

材的艺术创作中，这种联系会越来越受到艺术家们的重视，因为时代的进步会促使艺术创作迈上新的台阶。

三 

    在西方美术史上，历史画具有很高的地位，尤其是在学院派绘画中，历史画以其题材的严肃性、所蕴含知识的

丰富性和艺术表现场面的宏大壮观而占据了崇高的地位。但是与我们今天通常所理解的历史题材创作有所不同的

是，西方历史画并不仅仅是指历史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描绘，而且还包括了古典文学、传说、

史诗中记叙和咏叹的历史与人物，如《荷马史诗》中的故事，其中既有真正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人物，也有尚未能

认定是信史的传说故事。有西方美术史的研究者指出：“各个时期的历史画总是力图表现出比当代的生活更加高

贵，借这个历史画表现宏伟、永恒和崇高。根据学院派的理论，历史画是最高贵的艺术形式。”(3)可以说，在西

方艺术家看来，所谓的历史画不仅是因为“历史题材”存在，同时也是因为宏伟、永恒、崇高等这些概念而存在。

雷诺兹在演讲中鼓吹伟大风格以历史画为代表，但是在他的伟大风格里面还是分两种。不能说所有的历史画都是伟

大风格的，因为他当时特别推崇罗马和佛罗伦萨画派，像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这些作品，他认为威尼斯

画派的东西就不具有这种特征了。文艺复兴的时候，威尼斯画派和佛罗伦萨画派是相对的，因为威尼斯人更加注重

感官的享受，所以在色彩的描述上是更加注重，色彩非常漂亮，所以他也不把威尼斯归在里面，他认为历史画有两

种不同的风格，一种是高贵的、辉煌的，还有装饰的，他把威尼斯画派归到装饰里面去了（参见同上）。 

    过去在我们的历史题材创作中，除了专门为历史博物馆创作的图解性作品以外，这类传说故事较难进入重大历

史题材创作的范畴。但是目前这种限定已经有了改变，这次浙江历史题材创作活动中就有《大禹治水的传说》入

选，说明对于历史题材的理解更具有可塑性。西方历史画早期的范例就应该是罗马庞贝城遗址的镶嵌画《伊苏斯之

战》，这是根据希腊作品复制的，它的基调就是场面宏大、人物众多，到了米开朗基罗的时候，就赋予历史画非常

雄强的一种风格。历史画家因为常常追求画面上非常壮观的气氛，还有一种戏剧效果，因此对一些细节会有意地忽

略。风俗画都可以寻求当时的一些风俗或者人们服饰的变化，那么历史画不是更加能够提供这种佐证吗？但是恰恰

相反，历史画那些人物的服饰往往不足以成为我们研究文化史的一个佐证，因为像雷诺兹就不主张按照当时的实际

情况来画历史画，他有时候为了高贵的风格、为了让气势感人，有时候不一定去考究细节。当然这个在西方艺术史

上也不能绝对而论。比如在普桑的时代，当时兴起一种复古风，所以当时很多画家去希腊、罗马考察当时的人穿什

么服装，但是当时有很多历史画家就不是这样，服装上就完全不是按照当时的情况（参见同上）。 

    19世纪俄国“巡回展览画派”杰出画家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苏里柯夫(V. Surikov, 1848～1916)堪称为创作历

史画的巨匠。他不仅对俄罗斯的历史人物有深入的研究，而且十分着重于把历史人物置于悲剧性社会历史冲突的背

景中刻画其心理性格，因而能够超越出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历史事件的得失进退的局限，而塑造出具有深刻个性

特征与永恒艺术魅力的历史人物形象。《女贵族莫洛佐娃》就是其出色的代表作，描绘了17世纪俄国宗教分裂运动

中的一幕具有深刻的历史性悲剧冲突的情景。 

    苏里柯夫的另一幅历史画巨作《近卫军临刑的早晨》更具有震撼的力量。创作于1878年～1881年，取材于俄国

17世纪彼得大帝推行全面改革过程中发生的近卫军叛乱及遭受镇压的事件。从画面上可以看出，他是近乎严格地根

据历史学家的记载进行构思的。临刑的近卫军和他们的亲人拥挤在一起，哭号、嘈杂之声可闻，但主要的人物均有

其深刻的、并不雷同的性格特征。在这里笼罩着莫名的悲愤和揪心的恐惧与哀痛，这是人类历史性冲突的悲剧结局

中最为悲怆、感人的画面之一。人群背后的瓦西里•勃拉仁东正教大教堂更给这一悲怆的生离死别情景增添了宿命

的悲剧色彩。 

    彼得大帝昂然地骑在马上的姿势和他的炯炯有神的目光表现出钢铁般的意志与力量，在他背后是绞刑架和克里

姆林宫的围墙。作为俄国历史上最为复杂多变、最为卓而不群的君王，彼得大帝毫不留情地摧毁一切试图阻挡改革

的势力，两种历史力量的悲剧性冲突是无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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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世纪俄国艺术中，历史题材备受关注。历史画在学院派的评价标准中被看作是高级绘画艺术，而由于爱国

主义情绪和民族觉悟的高涨，社会公众对历史画的兴趣也不断增强。在历史画的创作倾向问题上有两派意见，Η.

Μ.卡拉姆津认为应该歌颂开明的君主，Α.И.屠格涅夫则认为历史画的使命在于反映普通人民的历史性格。苏里柯

夫既能以后者为历史表现的重心，同时并不忽略非凡人物对于历史的推动力量。 

    戈雅(F. Goya,1746～1828)的传世名作《1808年5月3日》更能说明重大历史题材的艺术创作对于人类精神的重

大贡献。1808年5月，拿破仑称帝以后进军马德里。戈雅目睹了西班牙人民的坚强勇敢——他们在大街小巷与敌人

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肉搏。戈雅更震惊于拿破仑军队的凶狠与残酷——每天夜里都有几百个平民被拉去枪杀。这时戈

雅已年逾60，他曾在学生的陪同下，到街上的死尸堆中辨认熟人，可以想见他痛苦的心情。6年以后，戈雅创作了

《5月2日马德里巷战》和《1808年5月3日》，他说：“我要用自己的画笔，使反抗欧洲暴君的这次伟大而英勇的光

荣起义，永垂不朽。” 

    画家不仅有亲身的生活经历，更怀有高度的激情。因而《1808年5月3日》堪称美术史上抗议屠杀人民、控诉镇

压残暴的最为有力的历史画作品之一：深夜，在马德里皇宫附近的太子山旁，法国士兵一批一批地处决被他们抓来

的起义者。其中有神父、僧人、市民和农民们。最近处，几个已被枪杀的人匍匐在地；较远处一些刚被抓来的人抱

着头被赶上山坡。中间几个人物正面对着死刑。他们表现出愤怒、不屈和仇恨，也表现出面临死亡的惊恐和哀痛。

一个对着枪口的白衣起义者，像受难的基督一样，把双臂伸开。画家有力地表现出反抗暴力压迫的百姓黎民，在临

终前多种多样的心理反应。而他们的对方，则是一排看不见人脸的“杀人机器”。从地面上的方形灯里射出惨白的

光线，反射出天色的黑暗和环境的阴冷。戈雅以深厚的同情和愤怒，忠实地再现了暗无天日的年代里，那份骇人的

暴行。(4) 

    西方美术史上的历史画名作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以思想的敏锐性和诚实性

研究我们的历史题材与现实重大题材，这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需要有面向未来的历史眼光与勇气。 

    四 

    从艺术创作的历史延续性而言，今天的历史题材创作无疑与过去的历史题材创作有着延续的关系，尤其是在主

旋律的诉求下进行的创作行为更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因此，总结和研究过去的历史题材创作的经验、得失、问题就

成了必须进行的反思。在这种反思中，有一个直接的艺术问题是如何从过去的历史画符号体系中把那些曾经长期存

在于历史画中的、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历史图像记忆的形象符号彻底地还原为它的原形；要研究那些真实的历史人

物、真实的历史事件是如何被重构为一种巨大的政治艺术图像符号的，以及它在中国现实政治中投下浓重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可以被传颂、被书写、被艺术家描绘、被各种观众阅读的“历史”并不是一片在荒山野岭自然生

长出来的树林，只有那些被人——比如说历史学家——赋予了意义、进入了人类的记忆并以某种方式陈述和描绘出

来的“事情”才会成为我们习惯所说的“历史”。拿破仑幽默地说，“历史是一则约定俗成的寓言”，启蒙思想家

伏尔泰则说，历史这种东西只不过是一种大家都同意的故事。他们都是强调构成“历史”的事实都是由人来选择、

归类和编排出来的。因此，当我们面对各种历史题材、各种冠冕堂皇的历史话语以及相关图景的时候，我们应该知

道这些都是被建构出来的。在回顾过去的历史题材创作时，这种反思也是必须有的。 

    那么，我们如何防止在艺术创作中历史题材、重大题材的书写与描绘的抽象化、工具化呢？一个很重要的补救

之途是对历史真相的关注、对历史细节的关注，并且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人类书写历史文本的动机、选择原则、书写

方法等等问题。历史题材和重大题材创作应该把那些曾经被刻意遮蔽和扭曲的历史和现实生活重现出来——这就是

学者们讲的所谓历史的重构。19世纪英国思想家托马斯•卡莱尔曾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人都是历史学

家”。他所谓的“某种意义”，其实是指，一方面人在客观上无法在生活中割断历史的联系，我们的语言、使用的

概念、使用的物品无一不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在主观上，一般而言人也渴望了解自己的过去、民族的过

去。 

    英国学者John H．Arnold的《历史之源》最后一章就是“说出真相”，虽然作者说很难同意认为历史存在着一

个“单一的真实故事”，“因为没有任何‘事实’和‘真相’可以在意义、解释、判断的语境之外被说出”；但他

还是认为这些说法“绝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应该放弃‘真相’，仅仅关注于讲‘故事’”，他提出应该“尝试在其偶

然的复杂性的意义上说出真相——或者其实是许多个真相。”(5)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说法：在偶然的复杂性

中说出真相。这使我们得以暂时绕开宏大叙事所设置的禁区，先在细碎的回忆中积累和保存真相的碎片，在时机成

熟的时候再做总体的拼接。前段时间，在媒体纷纷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思想言论与学术历程的时候，我发现“真

相”这个概念在多种领域和许许多多的历史个案上一直是若隐若现，可以期待的是，在日后的史学研究中，这些以

“回顾”、“缅怀”的名义被记录和被发表的文字会成为珍贵的资料。这些若隐若现的回忆其实就是对控制记忆的

抵抗，是对在那种隐藏在控制背后的力量的抵抗。莫里斯•迪克斯坦曾说，奥威尔“最恐惧的是这样的体制，它不

仅企图控制公共领域，而且控制私人行为，不仅企图控制行动，而且控制思想和情感，包括记忆，和对过去的感

受”(6)，因此，这些回忆也可以看做是对恐惧的反抗。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我们对于当前的历史题材、重大题材的艺术创作究竟可以怀有什么样的合理期待呢？纯粹

的对于审美观照的期待当然是天然合理的，但同样合理的是对于实现真实的历史叙事价值的期盼，因为人类之所以

要有艺术首先就在于以艺术实现思想和情感的自由交流、以艺术实现人对社会与自然现实的认识和审美。当代社会

的艺术多元性与创造性毫无疑问可以提供促进人们的思想和审美情感自由交流的范式，可以帮助社会中的每一位成

员了解社会现实，可以在历史学家之外提供抵抗有关文化记忆的屠杀政策与扭曲政策的有力武器。因此，当下的历

史题材与重大题材创作同样应该充满着思想激情与伦理责任，这是研究者不应该逃避的问题。 

    在当前，由国家投入大量力量进行重大题材的艺术创作，必将体现出艺术对于社会价值的影响力——几乎所有

的文化艺术学研究者都会肯定这种力量的存在，虽然某一个艺术家可以并不看重艺术对于社会价值观和社会体制的

影响力，这并不能否定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现象的确具有这种力量。 

 



    从历史题材和重大题材所包含的无比丰富的内容来说，与之相关的艺术创作应该借助于包括社会学、政治学、

历史学、美学、文学、艺术史学、文化人类学、艺术表现等不同学科与领域的各个角度来探讨其间的种种复杂关

系。实际上，在当下的这项艺术工程的实施过程中，这种跨学科的联系还不是十分自觉和十分充分地表现出来。我

相信，在今后的历史题材和重大题材的艺术创作中，这种联系会越来越受到艺术家们的重视，因为时代的进步会促

使艺术创作迈上新的台阶。 

注 释： 

(1)(2)据主办方提供的资料。 

(3)李行远著：《西方绘画艺术欣赏》，《人文之声：何香凝美术馆学术讲座集粹》，下册，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8年10月，第260页。 

(4)以上参见李行远为《西方名画里的历史与神话》所撰写的相关文章，湖北美术出版社，2001年2月。 

(5)李里峰译：《牛津通识读本》之一，译林出版社，2008年8月。 

(6)见他的《途中之镜—— 文学与现实世界》，上海三联，200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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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昨天的艺术与这里今天的空气 ■ 从昆明到798：“创库”之后的艺术生态

■ 亚洲艺术市场的新转折 ■ 艺术叙事：在当代情境中的困惑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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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读福柯论《宫娥》（2）

误读福柯论《宫娥》

视觉图像与书写语言之间的权力史

视觉图像与书写语言之间的权力史（2）

意象之路：有关中国当代艺术的一种试探性理论

论新时期的中国雕塑

谋杀“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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