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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美术创作机构及运作模式

[ 作者 ] 鲁虹 

[ 单位 ] 深圳美术馆 

[ 摘要 ] 江青的特殊身份使国务院文化组关于筹备“延座”展的通知受到了各地革命委员会不同寻常的高度重视，为了很好地完成这一无

比重要的“政治任务”，进而证明本地区在落实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各地在层层传达通知、层层紧急动员的同

时，还成立了相应的美展办公室（在一些地区则被称为美术、摄影办公室），这些美展办公室摹仿“样板团”经验。多是由“支左”的军

代表、革命领导及政治上可靠的专业人员的构成。 

[ 关键词 ] 美术;文革美术;延座

       江青的特殊身份使国务院文化组关于筹备“延座”展的通知受到了各地革命委员会不同寻常的高度重视，为了很好地完成这一无比

重要的“政治任务”，进而证明本地区在落实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各地在层层传达通知、层层紧急动员的同时，

还成立了相应的美展办公室（在一些地区则被称为美术、摄影办公室），这些美展办公室摹仿“样板团”经验。多是由“支左”的军代

表、革命领导及政治上可靠的专业人员的构成。工作范围包括：（1）迅速向各位作者传达国务院文化组及上级的各项指示精神；（2）积

极组织专业与业余人员进行美术创作；（3）及时向上面汇报创作的进度以及出现的问题。诚如许多过来人指出的，当时至上而下成立的

各级美术机构，由于借助了强大的政策威力与有效的行政手段，堪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作效率最高、权威感最强、号召力最大的美术机

构，其组织之健全、经费之有保障、发动面之广、征集作品之多，是其它任何时期的美术机构完全不可比拟的。就一般而言，各地美展办

公室大致采取了如下运作模式： (一)政治学习这一动作方式在“文革”期间是任何单位进行任何重大活动的必要前奏。各地展览办公室

自然要倚重于它。据我们所知，各地展览办公室召集专业和业余作者进行政治学习的内容，常常包括文化组的通知和指示、毛泽东的《延

座讲话》、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及批判“文革”前十七年美术创作的材料等。学习的过程是严肃而认真的，每个人都要根据所学的内容谈体

会与创作打算。不可否认，这样做即使不能使每个人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然呈现者，也肯定能使每个人明确展览组织者需要或不需要什

么样的美术作品，于是便为下一步的工作打好了必要的基础。（二）选择题材题材的选择常常是双向的，即有些是人自选，有些人则是由

上面指派，例如广东省国画家杨之光在当时就是接受要反映新矿区生活的任务，才下肇庆煤矿的，这使得他最终画出了《矿山新兵》这一

著名作品。各地的创作实践显示，下派的题材一般都紧扣了文化组通知的要求，它们是各地展览办公室的领导们精心研究出来的--有些甚

至为更高层的领导所提出。如伟大领袖在本地的革命实践、发生在本地的著名革命历史事件、与当时的宣传口径、中央政策紧密相关的题

材内容（如认真看书学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等。在此期间，经过了政治学习的画家在自选题材时，大多会

自觉地按照组织者的需要去构思。谁也不会冒着被批判、被斗争或打成反革命的危险去画组织者所不需要的画。当然，并非每个搞现实题

材的人都一定能幸运地从生活中发现具有政治内涵的素材，因此借助党的文件、画报、新闻图片与消息报道来寻找创作灵感的大有人在，

也许灵感的来源点太一致，当时题材撞车的事情可谓累见不鲜。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是，由于中共中央在1971年11月6日作出了《关于高

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提倡党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列著作。所以各地在筹备“延座”展时都出现了一大批反映高干学马、列、毛著作

的作品。基于这样的状况，曾有一位搞美术史的学者风趣地说，若干年后，如果要对1972年--1976年创作的作品内容作准确的图像学解

释，不了解当时党的政策和报刊材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说法也许有点过分，但多少说明了当时的创作风气。（三）草图观摩当

大多数作者的草图画出来后，各地展览办公室就会在适当的时候搞草观摩。草图观摩多是以市县为单位分点进行，这使得各地展览办公室

的负责人常常要驱车跑遍许多点。草图观摩过程既严格又细致、通常的做法是，首先由作者介绍一下构思产生的过程和作品的立意所在。

按照当时流行的批评模式，作者们总会说构思来源于某次下生活的时候，并会强调是政治学习使他们提高了觉悟，进而发现了题材的内

含。随后，人们会针对该草图的立意和一些细节的安排提出十分具体的修改意见。正因如此，至今有人认为，1972年--1976年的不少美术

作品是集体讨论的结果。据画家冯今松介绍，在筹备1974年全国美展时，他和湖北省美术、摄影办公室的负责同志发现咸宁业余作者刘三



多的草图《地下长城》这个题目体现了“深挖洞、广积粮”的内涵，便围绕主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最后决定将人们在露天挖洞的画面改

为一个女民兵在宽阔的地道里指挥来回车辆的画面，并指派画家伍振权执笔。此画在1974年全国美展上获得较好的评价。不过，远不是所

有的作者都能得到内行的意见。对于所有作者来说，最可怕的还是面对一些特殊领导提出的外行意见，机智的作者有时可想办法搪塞过

去，老实巴交的作者只好屈从领导，在艺术上降格以求。据身临其境的作者回忆，很少草图能顺利通过，大多数草图是历经数次观摩才过

关的。其情形较之文艺复兴时的赞助人对艺术爱的苛求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文艺复兴时的艺术家面对的是赞助人这一个婆婆，而当时

的艺术家面对的则是上上下下的无数个婆婆。（四）举办重点学习班发现了一批有苗头的作品，各省市美术办公室经过慎重研究，便会集

中一些重点作者办创作班。这种班有的分散在各地市，由上面派专业人员去辅导，有的就集中在省（市）里。参加创作班的作者吃住都在

一起，很少回家。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他们享有下生活收集素材和创作上的一切便利条件。故深为许多画家所羡慕。在创作班里，重点

的作品是倍受重视的，这也常常令其作者痛苦不堪，原因是没完没了的集体讨论总会推翻一次又一次的草图。到了上正稿阶段，领导如果

感到某位作者的绘画技巧跟不上，就会让一位技巧很好的专业人员为他“捉刀”。在不少地方，为了把一件重点作品搞上去，甚至会让具

有不同专长的专业人员参加“会诊”，如指令造型强的画素描稿，色彩强的上油画布等，但常以业余者的名义发表。此种情形后来有所改

变，像湖北画家伍振权，在上级的授意下，根据业余作者刘三多的草图改画成的《地下长城》，最终是以两个人的名义在1974年全国美展

上展出。从中似乎可以反映出专业人员逐渐受到重视的迹象。（五）设立专业性创作组筹备“延座”展时，大多数省市都把主要精力放在

了抓业余创作上，有些省市还不惜派大批专业人员去辅导业余作者或帮他们改画作品。相对而言，另有一些省市却采了了更为聪明的策

略。具体做法是：一面抓业余创作，一面设立专业性的创作组。通常，这些省市在筹备“延座”展前已经有着一个很具规模的创作班子，

到筹备“延座”展时很自然地转换成了创作组。就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这些创作组主要由专业人员组成，业余作者只占极少数的比例。

例如陕西省创作组的大多数成员：王有政、郭全忠、苗春安、谌北新等都是专业人员，而且以前均为“延安革命纪念馆”创作组的成员

（著名画家刘文西等人只是到成立陕西省创作组后才调入的。）据画家李世南介绍，这个以“秦文美”、“秦文艺”为名的创作组成立后

就分成了两个组，一个组负责创作历史题材画，一个组负责创作现实题材画，前者的创作力量明显强于后者，加上前者所画的一些题材在

以往搞”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展览时就有很好的基础，因而前者创作的一大批作品如：《延安的火炬》、《铜墙铁壁》、《延安新春》、

《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等在“延座”展上十分突出。广东省革委会文化组为筹备“延座”展设立的，其大多数成员如陈衍宁、伍启中、

汤小铭、林墉、周树桥、唐大禧、张绍城等以前都是广州农讲所的创作员。而且，这个组的不少创作题材在筹备“延座”展前就非常不错

了，象汤小铭的《永不休战》、陈衍宁的《毛主席视察广州农村》都属于此类。显然是吸取了以上省市的经验。自“延座展”后，各省市

都注重了对于专业人员的利用。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的美术创作朝着专业化、艺术化的方向发展。（六）评选入展作品最终在北

京的国家级大展上展出作品是经过地方或中央数级评选班子反复评选产生的。这些评选班子大多由军代表、革命领导及专业人员组成--有

些地方还邀请了工人、农民代表。所遵循的原则虽说是“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完美统一”。但实际上更注重政治标准。政治标准自然是

文化组的通知精神和现实政治的需要，艺术标准则是针对艺术技巧而言的；不过，它显然不是对西方写实绘画或苏式绘画艺术标准的照

抄，事实上它在增添新内容的同时还对绘画效果提出了新的要求。常常有这样的情况，评选班子评出的作品只因某领导不高兴而被撤下。

例如，1972年举办“延座”展时新疆作者哈孜创作了一张名为《万里传经》的画，反映的是大寨的贾承让在工地上与维族贫下中农交流的

情况，因文化组的一个领导认为“作者不懂政策”，便失去了参加全国“延座”展的资格，后来就连新疆与北京出的画册也去掉了这张

画。又如1973年举办中国画、连环画展览时，部队作者师峰光创作了一幅《到劳动大学去》的中国画，反映的毛泽东送毛岸英务农的内

容。由于文化组的个别人怕江青看了不舒服，便不准此画在全国美展上展出。此类做法举不胜举，令人啼笑皆非。需要说明的是，各地在

运用以上动作模式时，有的十分严格认真。有的则相对马虎，只是为了叙说的方便，我们才采取了概括的方式，而且多是以较为典型的地

区为样板的。当然，各地是否严格运用以上模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各地都在不同程度地运用了它们，这也正是各地让作者们俯首就

范、不越雷池一步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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