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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油画创作的新成果

[ 作者 ] 鲁虹 

[ 单位 ] 深圳美术馆 

[ 摘要 ] 创造具有中国气派的油画，是中国好几代油画家的宿愿。例如著名油画家徐悲鸿、董希文、罗工柳等人就作过极有意义的艺术探

索，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这些艺术家都强调艺术要反映实际生活，重视艺术的教育功能，而且都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只不过有

的从西方古典主义，有的从俄罗斯巡回画派发展而来。我们可以推想，如果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所开创的一条油画之路，本应

形成更大气候的。然而，历史并不讲"如果"，它始终按自己的步伐前进着，于是便创造具有中国气派的油画，开始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发

展。这一点，就是"文革"中十分活跃的油画家也未必有所意识。他们只是在政治与新艺术标准的压力下，不断偏离苏联的创作模式，结果

竟意外地创造了具有中国气派的新型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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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具有中国气派的油画，是中国好几代油画家的宿愿。例如著名油画家徐悲鸿、董希文、罗工柳等人就作过极有意义的艺术探

索，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这些艺术家都强调艺术要反映实际生活，重视艺术的教育功能，而且都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只不过有

的从西方古典主义，有的从俄罗斯巡回画派发展而来。我们可以推想，如果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所开创的一条油画之路，本应

形成更大气候的。然而，历史并不讲"如果"，它始终按自己的步伐前进着，于是便创造具有中国气派的油画，开始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发

展。这一点，就是"文革"中十分活跃的油画家也未必有所意识。他们只是在政治与新艺术标准的压力下，不断偏离苏联的创作模式，结果

竟意外地创造了具有中国气派的新型油画。的确，从纯粹的油画技法标准看问题，文化大革命前一些老画家与近年来一些优秀年轻画家的

作品，要比"文革"油画地道得多。因为在"文革"期间从事油画创作的一批中青年画家对欧洲古典的技法传统不甚了解，更多采取的是一种

近乎水粉画式的、一次性的、半印象派似的作画方法。故他们的作品较为粗糙。也许，熟知欧洲油画技法传统的人会认为"文革"中盛行的

油画画法是"离经叛道"的。但正是由于这种"离经叛道"携带着"文革"期间产生的社会思想与美术理想，显示出对美与崇高的新看法，"文

革"油画方在世界油画领域里形成了独特的面貌，并最能代表中国油画的特点。当然，"文革"油画对地道传统油画的"离经叛道"远不限于

作画方式这一点。事实上，它给油画史提供了许多新的东西。正象我们知道的，"文革"油画是一种体现"英雄主义"风格的绘画，或曰"造

神画"。从主题思想的表达上讲，它在根据现实政治需要进行选材的前提下，总要想办法突出无产阶级英雄的形象-革命的领袖自然是英雄

中的英雄。具体方法为：对无产阶级革命英雄的阶级属性、思想境界和行为方式，赋予了"高、大、全"的极端的"革命浪漫主义"的理想色

彩，同时这种"高、大、全"的体现，又是通过与反面人物及其他正面人物处处"棋高一着"的比较中显示出来的；从艺术表现的角度讲，就

是要调动一切手段来突出叱咤风云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形象。一般，他们往往处于最显著的位置上，英俊潇洒，相貌不凡，高大魁梧，宽

厚结实，具有豪迈的气概和朝气蓬勃地精神面貌；从色彩表现上讲，"文革"油画为了适应"红海洋"的环境、体现社会主义到处阳光灿烂的

意念，总是处理得鲜明、强烈、红火。只有表现敌占区与白色恐怖的环境时，画家才使用灰暗的色调。例如《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关

琦铭，参加1972年全国美展）和《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站岗》（沈嘉蔚，参加1974年全国美展），都把中国画得阳光灿烂、把前苏联画得乌

云翻滚；另外，从画面道具的安排上讲，"文革"油画盛行着标语口号式的处理方法。典型的手法是，画领袖少不了红旗太阳，画农业少不

了大寨田与拖拉机，画拥军爱民则少不了缝衣与挑水等。然而，"文革"油画也并非铁板一块。因为它除了在选择题材上比较一致，即比较

注重服从现实政治及新艺术机构的需要外，在表现方式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现有的资料表明，它至少可分为两大系统。一个系统受"英

雄主义"原则及样板戏的巨大影响，追求的是一种浪漫化（理想化）、舞台化、战斗化的艺术风格。这类画更多地体现了我们在上面介绍

的内容，也是"文革"油画的主流；另一个系统则稍有不同。虽然它仍然注意突出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但在造型上，场景安排上及色彩处理

上，则追求着真情实感与亲切感。前者的图式技巧可以追溯焘表现主义绘画、新政治宣传画及"样板戏"的处理方式上；后者的图式技术似

乎可以追溯到俄国巡回画派的处理方式上。应该说，属于后者的画家大多受过专业训练，人数相对要少些。在这里，仅比较一下两个系统



处理领袖题材的不同表现方式，将有利于说明问题。《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参加1972年全国美展）画的是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

人员的讲话。最初的草图由山西美协负责人苏光所画。苏光当年为《晋绥日报》的党支部书记。画面中的场景、道具以及人物的安排基本

上依据记忆还原了真实，有效地避免了舞台化、概念化地表达模式。如果说此画也有与生活原型不符的地方，那就是将毛主席原是敞开的

上衣扣上了。据说这样处理是害怕亵渎毛主席的光辉形象。不过，由于苏光是学年画的，所以创作油画的任务就落在了王迎春、杨立舟身

上。这两位青年画家毕业于西安美院，还是在上大学时就很崇拜列宾、苏里柯夫，因此他们采用的完全时苏式画法。据画家杨立舟介绍，

接到任务后，为了克服原草图中形象刻板、动作也太概念的毛病，他们一方面依据资料对毛主席的形象作了修改，一方面在保持毛主席做

拉弓姿态的同时，又加进了抽烟的动作。此外，还将原来的白描稿画成了逆光效果，目的是要体现春光明媚、反光强烈的效果。《文武之

道，一张一弛》送到了北京时，曾有人认为毛主席站着，其他人坐着是对领袖的不尊重。后来还是王曼怡出面说了句公道话，才避免了大

幅度修改或出局的结果。画家杨立舟至今谈到这幅画时，坚持认为其属于真正的现实主义，不同于文革中的"造神画"。但他也认为，《文

武之道，一张一弛》在色彩表现上还是受了红光亮的影响，显得火辣辣的。他指出他的另一幅油画《给毛主席写信》（参加1974年全国美

展）技巧要好得多。既去掉了红光亮影响，又有油画得特点。这张画以大寨为基础，反映的是丰收后的农民集体给毛主席写信的情景。构

思构图都有点象列宾的《查波罗什人》。可惜的是，对这一幅画的反映远不如《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那么强烈。另一幅作品《毛主席和

我们心连心》（秦文美作，同上）与《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有着极为相似的追求，它容易使我们联想起苏联画家赛罗夫在1950年画的

《农民代表反问列宁》一画。此画表现的是毛泽东在窑洞里接见陕北劳动模范的场面。画幅的右边是劳动模范送来的礼物-苞米、谷子和

红枣。此时，毛泽东一边用特有的手势笔划着，一边在讲述着什么。而围着他的劳动模范则在聚精会神地聆听敬爱领袖的亲切教导。那脸

上堆满的笑容和前倾的身体，充分表现了他们对自己领袖的崇敬与爱戴。大虎在《温暖•亲切•幸福》一文中这样评价该画： "这幅画生动

地表现了伟大领袖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整个画面洋溢着深厚纯朴的无产阶级感情。毛主席的光辉形象显得既伟大又亲切，几个陕北老

乡也描绘得淳厚朴实，几个人得衣着、动态和面部表情，既有共同之处，又有鲜明的个性，表现了不同的身份、经历和性格。" 很明显，

虽然以上两件反映毛主席的作品追求的是将真实性与艺术性结合起来，但倘若我们真用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要求它们的话，便会感到，这两

件作品对各各不同的听众尚缺乏细致入微的描写，所以人物的面部表情与动态造型还是有些类同与概念化。这是当时文化情境压力的结

果，决非个人可以抵挡得了的。要不然"文革"油画也很难在整体上形成特有风貌。与以上两件作品在艺术追求上十分相近的还有《铜墙铁

壁》（秦文美作，同上）、《烧姜汤》（张雾勋作，同上）、《红军上政治课》（郑洪流，同上）、《我们都是神枪手》（赵淑钦作，同

上）等作品。现在再让我们看看代表新艺术潮流的油画又是如何处理领袖题材的吧。《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侯一民等

作）在1972年全国美展上出现，标志着中国油画发展的新阶段。这幅画总结了"文革"中许多美术家对新艺术样式的探索，可称为新型油画

的代表作。作品取材于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史实，但在处理上却明显违反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这并不光指画家根据政治风云变幻，机

智地去掉了毛泽东身后的林彪等人，更重要的是指画家从理想化、舞台化的追求出发去实现了这一事件。在画面中，为了突出红卫兵群众

无限热爱毛主席的意念，所有登场者的表情与动作都处理得极度夸张，他们环绕着正挥手致意得毛泽东，除了欢呼就是大笑，除了鼓掌就

是伸出双臂，并且全被赋予了极高的热情和无限的活力。与苏联画家约干松等画的《弗•依•列宁在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演说》相比

较，我们不禁会感到两者有着天壤之别。画面采用的是典型"红、光、亮"的色调，用色纯度极高。就象有很多支聚光灯打在画面的中心，

光环之外的部位随之变得较重、较虚。北京上的红太阳正好在毛泽东身后，它与天上的红云、远方的建筑、红旗就象舞台上的布景一般。

这幅画是为了突出一种理想化的效果而不顾自然真实的范例。其它一些作品，象《开路先锋》（陈逸飞、魏景山，同上）、《洪炉炼精

钢》（张洪文、刘荣仁作，同上）、《历史不容篡改》（汪洋作，参加1974年全国美展）、《西沙女民兵》（裴建华作，同上）等，固然

没有《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那样在全面的意义上具有"文革"油画的典型性，但它们分别在选材、造型、构图、设色上或多

或少地体现了新艺术地趣味。限于篇幅就不一一赘述了。需要提及的是，"文革"油画由于最能体现新的艺术理想，并具有强大的表现力，

所以一直是"文革"中最有影响力的画种。谁也无法否认，它的创作方法，包括造型、设色、构图等方面，几乎全被所有画种予以借鉴（这

里还有一个原因是许多油画家在后来"客串"其它画种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把油画创作方法带了进去）。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对其它画种

在"文革"期间地创新方向，也就有了基本地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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