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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至1975年的四次全国美展

[ 作者 ] 鲁虹 

[ 单位 ] 深圳美术馆 

[ 摘要 ] 从1972年开始，新的艺术机构--国务院文化组（后改为文化部）每年都要举办一个全国性的美展。此外还先后举办了“户县农民画

展”、“上海、阳泉、旅大工人画展”（关于这两个展览另有专章评介）。据主要组织者高绵得在一篇文章中介绍，四次全国美展中展出

的2000多件作品是从各地区和部队推荐的1.28万件作品中精选出来的。四年里，共接待观众达780多万人次，远远超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

全国各美展。各国驻中国使节、各国专家和来华进行友好访问的外宾，也参见了展览。从整体上看，这几次展览，每次都有自己的特点；

但是，这几次展览最突出的重要特点按高绵得当时的说法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一切资产阶级的垃圾被从画面扫除了，无产阶级的

英雄形象，革命的新生事物，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是美术创作的主要内容”。 

[ 关键词 ] 全国美展;社会主义;艺术;美术展览;年画

       从1972年开始，新的艺术机构--国务院文化组（后改为文化部）每年都要举办一个全国性的美展。此外还先后举办了“户县农民画

展”、“上海、阳泉、旅大工人画展”（关于这两个展览另有专章评介）。据主要组织者高绵得在一篇文章中介绍，四次全国美展中展出

的2000多件作品是从各地区和部队推荐的1.28万件作品中精选出来的。四年里，共接待观众达780多万人次，远远超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

全国各美展。各国驻中国使节、各国专家和来华进行友好访问的外宾，也参见了展览。从整体上看，这几次展览，每次都有自己的特点；

但是，这几次展览最突出的重要特点按高绵得当时的说法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一切资产阶级的垃圾被从画面扫除了，无产阶级的

英雄形象，革命的新生事物，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是美术创作的主要内容。”由国务院文化组美术作品征集小组选编的

《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美术作品集》是我们目前能够看到反映“延座”展览最全面的一本画集。其中，

以毛泽东革命实践为题材的12幅，革命历史画有8幅，塑造工农后英雄形象和反映各条战线大好形势有的24幅，以工农业建设及革命圣地

为背景创作的新风景画17幅，余下的尽是根据各项政策，如认真看书学习、要准备打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创作的画。从此可见，凡与

现实政治不相干的题材，即无论是现实的、历史的、还是人物的、风景的，都已不再为画家们所表现了。这也所谓中性艺术题材，包括静

物画、风俗画、山水画、花鸟画在四镒全国美术展览上绝迹的重要的原因。对于定点，从权威的《人民日报》到受控于新艺术机构的评论

家，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例如闻纪在《人民日报》1972年7月16日上发表的专版文章就认为该展览“是我国革命美术工作者遵循《讲

话》精神，不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坚持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排除来自’右’的和’左’的方面的干扰和破坏，积极用美术为无产

阶级政治服务，为路线斗争服务所取得的新成果。”  1972年--1975年四次全国美展的第二个共同特点是，从表达新的题材内容与新审美

需要出发，各个画种都提出了艺术创新的问题，而且，各个画种都呈现了崭新的面貌（关于这一点，在后面将会作专门分析）。事实足以

表明，艺术风格的重要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社会背景对艺术功能的具体认可与要求；换名话说，具有新艺术兴趣的某个社会阶

层的兴起，才是风格发生变化的原因。用纯粹的、风格的考察方法永远也不能解释“文革”新的艺术风格为什么会在该它登以时诞生。 

1972年--1975的四次全国美展的第三个共同特点是，业余作者异军突起。仅举1972年全国美展为例，业余作者的作品就占有65%。造成这种

现象的原因，一者是许多专家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利，二者是出于政治上的目的，新艺术机构从政策上、行政上给业余作者大开了绿灯。圈

内人几乎都知道，许多名为业余作者创作的画其实是专业作者花大力气修改过的，有些甚至是重画过。据有些介绍，当时从中央到地主都

设有专家组成的改画组，他们的任务就是修改那些构思很好，技巧却跟不上的作品。例如著名画家靳尚谊、詹建俊、唐小禾、杨之光等都

参加过全国美展改画组。不过，令新艺术机构没想到的是，这样做却促成了业余作者向专业化靠拢的倾向，因为业余者们一旦进入艺术的

领域就会发现，艺术毕竟有自己的一套学问，这不是靠政治热情和生活积累可以代替的。虽然各级艺术领导及报刊后来不断提醒业余作

者，不要埋头于艺术技巧的学习，不要重踏已往专业者走过的老路。可广大业余作者采取的方法是“阳奉阴违”，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些

人中的不少进入了专业作者的行列。象江苏王孟奇、湖北的傅中望还是很优秀的专家。 1972年--1975年全国美展的第四个共同特点是，中



青年艺术家大显实力。现有的资料足以证明，当时十分突出的作品，大多出于中青年艺术家手中，这些人完全是解放后由各美术院校按社

会主义文艺的需要和苏式教育方法培养出来的。他们既较好地掌握了搞社会主义文艺需要的一整套艺术技巧，如用画面描述故事的功夫，

写实造型的功夫，构图的功夫等；又熟知党的各项政策。加上历经多次政治运动的锻炼，善于配合政治形势搞宣传。所以，当他们面对新

艺术机构所提出的新艺术目标时，能及时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式，探索出一套新的东西来。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受党的

教育多年，真诚信仰《延安讲话》的精神，格外重视艺术的教育功能和"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他们当时的最大愿望是：用自己的专业知

识来为宣传党的政策服务，做一个中国式的约干松，以实现用世之志和人生价值。比较起来，老一辈艺术家要可怜得多，他们要么被关

在"牛棚"里，要么难以适应新的创作要求。只是在后几届全国美展中，参加全国美展的老画家才相对多了起来。关山月及少数老画家应算

幸运儿，他们那善于适应形势搞创作的能力，使他们的作品在当时也很受欢迎。这现象的确值得专题研究。文化革命之后以国家名义举办

的第一个全国美术展，亦即“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晚会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于1972年5月23日在北京中国

美术馆开幕。举办了两个月。展出的270多件作品，分属国画、油画、版画、年画、宣传画、水彩画、剪纸等多种艺术形式，由于自1964

年全国美术展览以来，一直没有举办过全国性的大型美术展览，所以这次展览展出的作品包括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产生的一系列优秀作品，

如《毛主席去安源》、《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等，要看作是对几年来美术创作的一次大检阅。展览开幕的第二天，权威的《人民日报》

立即在头版头条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长篇消息报道，标题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我国涌现出一批优秀美术和摄影作

品》。在这篇报道中，作者不仅认为所有参展作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明朗的色调，歌颂了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抒发了我

国各族人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描绘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壮丽图景，塑造了各条战线上的无产阶级英

雄形象，……”而且认为“作品题材的广泛性和形式、风格的多样性是这次展览人的特色之一。”考虑到中国报刊发表的消息多是由有关

单位提供新闻通稿的事实，我们可以认为，作为主办单位的国务院文化组对展览是极为满意的，客观地看，1972年全国美展基本从题材上

和风格上确定了美术创作的大格局，对后来三届展览影响极大。 1973年10月1日，“全国连环画、中国画展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

同时展出的还有“户县农民画展”。展期为一个月，这次展览的作者有很大一批是从事其它画种的"客串"者，正是他们，方使得当时的连

环画与中国画创作呈现前所未有的活力。据《人民日报》报道，展出的97套连环画、168幅中国画，"热情描绘了毛主席光辉形象，反映了

三大革命运动的重大题材，刻画了我们时代的工农兵形象，展览会反映出批林整风运动以来，我国美术工作者在发展连环画创作、致力中

国画创新方面取得的新的成果。“这篇报道不认为，展览中的连环画作品”质量之高，形式之多样，都大大超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前。

“而”展出的中国画，无论是业余作者、青年画家的作品，还是从事中国画几十年的老画家的作品，不少都有新意。“除开当时必须要说

的套话外，应该说这篇报道对该展的艺术评价还是比较客观公允的”。不过，这个展览在配合政治形势上要比1972年的全国美展显得更为

过火。因此有人用顺口溜来形容这个展览题材是：“补不完的衣裳，挑不完的水，扎不完的针炙，摸不完的被。”这次展览会期间，新艺

术机构在北京召开了有各地艺术领导参加的“中面美术创作会议”，中心议题是研究美术战线如何贯彻“十大”精神，提高阶级斗争、路

线斗争觉悟。使美术创作为三大革命服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并在上两届展览的基础上，把1974年全国美燕尾服的创作质量提高

一步。会议上王曼恬作了两次讲话，主要谈了国内外大好形势的问题，批林整风的问题，贯彻“十大美术展览精神学习马列的问题，用美

术作品歌颂先进人物、先进事迹、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问题，以及加强党对美术创作一元化领导的问题。1974年全国美展的许多作品显

示，王曼恬的这个讲话对广大作者的选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1972年的全国美展一样，1974年10月1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纪

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是一个综合性的展览。但规模要大得多。这次展览共展出647件作品，其中包括中

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年画、连环画、宣传画、磨漆画、水彩画、水粉画以及剪纸等等。它们分别展出在八个大厅里。据《人民日

报》的报道说，这次展览中的"许多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达到了新的水平。许多作品热情歌颂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表达了我

国各族人民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歌颂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描绘了我国各条战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欣欣向荣的景象。西沙之战等重大题材，在这次展览中得到反映。广大美术工作者以革命样板戏为榜样，努力在自己的创作中表现社会主

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从各个不同侧面积极反映我国人民正在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热情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

物，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这次展出的不少作品，造型很好，特别是版画、油画的水平有了新的提高。“需要提及的是，1974年全

国美展虽然在为现实政治服务方面跃上新的台阶，但同时在一些作品中显示出了偏离重大题材，追求抒情和审美的新倾向--尽管这些作品

都选择了十分革命化的题材，例如油画《耕海》（汤集祥作）和反映农村建设的一批新山水画就是很好的证明。另外，此次展览中有关”

少（少数民族）、小（小孩）、渔（渔民）、女（美女）”题材的明显增多也是很好的证明。 1975年10月1日，“全国年画•少年儿童美

术作品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此次展览共展出年画作品261件，少年儿童美术作品472件。展期为两个月。它使在前几届展览中只占配



角地位的年画一下变为了主角。很明显，新艺术机构如此而为是承继了建国初中央文化部的思路，即力图选择利于普及、有广泛群众基础

的画种--年画来做好政治宣传的工作。另外，它也可促进年画的创作和出版，以解决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家庭长期用“样板戏”剧照代

替年画的问题。但是，比起文化大革命前的年画创作来，这届年画展览不仅在题材上彻底摒除了大美人、胖娃娃及一切“封资修的污泥浊

水”，而且仿效其它画种，注重了重大题材的表现和对工农兵英雄形象的产塑造。据《人民日报》的报道说：“这届全国年画展览展现了

我国年画创作的新成就、新水平。许多年画作品热情歌颂我国日新月异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好形势，努力反映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的重大题材，具有比较鲜明的时代精神。不少作品表现了我国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学无产阶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

寨，文艺教育，卫生革命，以及各条战线的新生事物。”从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办公室编辑的《年画选集》来看，在1975年的全国年画展览

中，传统木版年画与月份牌画的形式出现得很少，占统治地位的是红火明快的水粉画形式。这些画注重在表现情节和塑造人物形象上下功

夫，明显吸收了西画艺术的优点，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年画创作的旧格式，从而使年画艺术获得了新生，究其原因，关键是一大批从

美术院校毕业的中青年艺术家积极投入了这次展览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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