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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年画新潮与年画革命

从美术史的知识方面来论述，一般认为年画始于汉代（公元前 202- 公元 220）的门神画。

年画反映了民俗中文化内涵和意蕴，经过历史的发展，在中国则成为一种独特的民俗文化。

但是，“年画”一词却晚到清代（1644-1911）才出现。

清代的年画之盛，不仅使这一传统的年俗文化得到了高度的发展，而且不断扩大了年画的

表现范围，延伸了年画中祝福新年吉祥的社会功用。其中，以表现世俗生活的方法，表现了现

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而以反帝战争的宏大叙事场景最为动人心魄。如，表现林则徐禁烟的《炮

打义律》（1839），反映珠江义民抗英的《打败鬼子真图》（1841），刻画天津人民反对教士的《火

烧望海楼》（1870），歌颂刘永福大胜法国侵略军的《刘军克复宣泰》，赞美台湾巡抚刘铭传

战胜法国侵略军的《台湾军大捷》（1884）……这些绘画作品都非常深刻地表现了时代，与同

时期绘画史中占主流地位的消极避世的文人画形成了鲜明的比照，为历史累积了重要的图像资

料。

这些绘画出自民间画工，又经过市场的考验，得到了民众的欢迎，表现了在那个时代中的“国

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道德，宣扬了中国人所崇尚的英雄主义。这种反映时政的年画从整

体上一反传统年画的样式，开启了 20 世纪的年画新风。

20 世纪初在反封建的民主潮流中，年画作为通俗的大众文艺形式，它的改良受到了有识之

士的关注，成为社会移风易俗的一项重要内容。“另续新纸画（年画），以开国民之知识，使

之观感，并将年底各处所卖的纸画，细小考察。某种蛊惑人心，某种锢蔽智慧，一律禁售，并

购其废版而毁之，勿使小民折本。”[1] 而提倡“绘进步年画，以为可以辅助社会教育，欲令随时

注意改良”（彭翼仲）。在这样的社会呼声中，一批“开国民之知识”“辅助社会教育”的年

画则应运而生。

[1]　竹园：《移风易俗议》，1903 年。

陈履生
20 世纪的新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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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期的年画新潮已经带有新文化运动的色彩，许多新的品类也陆续产生。伴随着海

派文化的崛起，海派年画开始受人瞩目。与传统的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河北武强、山东

潍坊等传统年画产地不同的是，海派的码头文化的特性，以新的技术改变了传统年画的形态。

其中，早期的石印年画，以及年画中的阴阳合历，都表现出了海派的文化特征。此后，当胶版

印刷在上海兴起时，一种结合西法的“月份牌年画”——炭精擦笔年画，又为传统的年画增添

了新的品种。

海派年画引领了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年画新潮。一方面是它在技术的领域使年画的面貌改

观；另一方面是它在内容上的风景、时装、美人、广告等新题材也成为海派年画的特色，这不

仅反映和迎合了市民的审美趣味，同时，也为农村中的乡绅富贾们所追捧。

海派年画以城市市民的审美趣味消解了 20 世纪初民间年画中的反帝情绪，表现出了殖民化

的思想意识。这种由艺术趣味反映出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倾向，是 20 世纪后期“艳俗艺术”

的祖源。

年画在中国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作为共产党革命队伍的重要组成成

员，他们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必然为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服务。而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是使文艺

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即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艺术的功用直接承继了“成

教化，助人伦”的传统。

1939 年冬，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第二期出来的“鲁艺木刻工作团”，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

听到朱德总司令“笔杆赶不上枪杆”和“笔杆必须赶得上枪杆”的讲话，看到日寇利用民间形

式的宣传品“神判”( 判官图 )，决心采用民间传统的年画形式，趁 1940 年春节，展开年画宣传

活动，制作了一批新年画，受到了根据地人民的欢迎。胡一川、罗工柳、杨筠、彦涵在这一时

期开始了年画创作，并请了民间年画工人赵思恭师傅，在农历腊月二十三日印制出来了第一批“革

命年画”。这些新年画不仅大受群众欢迎，也得到了领导的重视。彭德怀亲自给木刻工作团写信，

表扬了年画工作者。1940 年 2 月 8 日春节，朱德在八路军总部召开文艺座谈会，陆定一做了题

为《艺术工作的方向》的长篇讲话，肯定了木刻工作团这次年画创作所取得的成绩，表示全力

支持木刻工作团继续开展工作。会后，从政治部调来了黄山定、邹雅、刘韵波三人参加了木刻

工作团，并调来十余名小战士学习水印木刻技术，建立了木刻工场。后来，朱德还把他们的新

年画寄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散发，进一步扩大了新年画的影响。

这不是新年画的起点，而是新年画在抗日根据地某一区域发展的一个阶段。在抗日战争时

期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新年画密切配合了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斗争的需要，确实起

到了很大的作用。至今留给人们深刻记忆的有：力群反映大生产运动的《丰衣足食》，彦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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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军民合作，抗日胜利”的门画，邓澍表现边区扫盲运动的《学文化》，而华北美术社、南

大美术工厂和晋鲁豫边区人民美术工厂以及边区一中艺术部画工班、冀鲁豫新华书店美术组、

大众美术社等单位印制的新年画，在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更是家喻户晓。沈柔坚的《庆功图》、

洪波的《参军图》、施展的《新年劳军》、力群的《人民代表选举大会》、彦涵的《开展民兵

爆破运动》、莫朴的《互助生产图》、李书勤的《组织起来》等，每一幅绘画都是当时政治运

动和方针政策的历史图像。新年画“及时反映了群众的生活，指导了他们的斗争，教育和鼓舞

了群众的斗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由于根据地的画家们继承和发扬了民间年画的优良传统，

新年画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美术形式，并迅速发展起来”。[1]

在延安，新年画与新秧歌、新民歌同时出现，反映了解放区新的生活，反映了人民群众在

新的社会条件下从事生产劳动、合作化运动、拥军爱民运动等，当沃渣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江丰的《念好书》、彦涵的《军民团结》和《抗战胜利》、古元的《拥护老百姓自己的军队》

出现在农民家中的时候，这些又被称为“翻身年画”的新年画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新年画在边

区还被作为新年的礼物，通过村公所送到军烈属家，常常在敲锣打鼓的声势中，表现出一种最

高的礼遇。新年画很快在解放区得到了普及。

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新年画密切配合了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斗

争的需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从功用方面来看，“新年画实际上就是一种宣传画”[2]。

而新年画对旧年画的革命，则是把一种基层的民俗文化提升到社会政治中的重要领域。从 20 世

纪中期的社会政治与文化艺术的关系来看这场年画革命的意义，它不仅对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中

国美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也表现出了 20 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特有的艺术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新年画创作运动

新年画发轫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作为革命美术的产物，它一直受到新政权的重视，

而当一大批解放区的美术工作者作为革命美术的元老在 1949 年以后接管了院校和美术团体后，

他们必然以革命美术的传统去改造过去的美术内容和形式。新年画虽然不是 1949 年新政权的产

物，但是，作为一个美术运动的“新年画创作运动”却肇始于 1949 年文化部“关于开展新年画

工作的指示”颁发之后。

1949 年 11 月 23 日，毛泽东批示同意由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署名发表文化部《关于开展新年

[1]　《年画选编》前言，人民美术出版社，1961 年。

[2]　周扬：《一九五〇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一九五一年计划要点》，载《人民日报》，1951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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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去安源　刘春华等执笔　北京院校同学集体创作   1968 年　

刘春华  （1944 年～）原名刘成华，辽宁省新金县人。1968 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历任北京出版社

副总编辑，北京画院副院长、院长。北京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北京文联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版权保护协会常务

理事。一级美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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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祖国的海洋上　吴哲夫 　1955 年

解放一江山岛　张碧梧 　195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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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归来　吴敏　1955 年

吴  敏  （1931 年～ 2003 年）原名祥麟，浙江省平湖市人。1949 年参军进入第三野战军文艺训练班。曾工作于华东海军文工团，华

东海军政治部，北京海军政治部海政文艺创作室。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一级美术师。

行军途中　列隔　195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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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祖国的空军　张碧梧 　195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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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洛阳之战　金浪　1956 年

军民协作亲如家人　力予　195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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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坛名将　刘熹奇　1990 年

刘熹奇  （1948年～）江西省安福县人。江西美术出版社第四编辑室主任，副编审。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第四届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江西省画院特聘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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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履生
㿜传画的㾬衰与䁾⢅

宣传画源于广告、海报、招贴，是 20 世纪的产物。

广告、海报、招贴具有一定的商业意义，其艺术性服务于商业目的，并为商业目的而努力。

宣传画则不同，它没有具体的商业要求，而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其艺术性服务于社会的需要。

宣传画在中国的兴起，是 20 世纪革命运动和战争的需要，曾经在革命运动和战争中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战争的结束和社会政治运动的减少，以及宣传工作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转换，

加上新兴传在现代生活中的影响力的不断加强，宣传画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逐渐衰落。

兴盛时期的宣传画由于有着特殊的社会地位，曾经吸引了许多在绘画上Ӭ有成就的画家从

事宣传画的创作，因此，也使宣传画过多地ᠲ予了它的艺术意义和追求，成为艺术创作和纯绘

画展览中的一个重要的和不可缺少的形式。但随着宣传画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衰落，人们虽然

还是用艺术的眼光去审视它，可是，很少有绘画专业中的著名画家去关注它的生存和发展状况。

所以，新世纪现实中的宣传画已经演变为一种和广告、海报、招贴具有同等地位，又等同于广告、

海报、招贴的一个品种，开始脱离了绘画界而进入大美术的范围，更多的是进入到设计的领域。

㿜传画的㾬㡑与㯶㑋䇑㼍

宣传画在中国的出现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反映了抗战的社会现实要求。在抗日战争中，

宣传画表现出了特殊的社会意义，曾经鼓舞了国人的抗日斗志，激励了民族的抗日精神。许多

后来在绘画领域内Ӭ有成就的艺术家在那个时代无不留下从事宣传画工作的履历，而他们的那

些充满时代激情的作品，也成了一个时代美术史上的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范例。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中，宣传画也一直受到高度的重视，并在革命战争中发挥了很重

要的作用。早期的宣传画由于受到物质条件的限制，一般以木刻为主，以战斗性的表现状况为

价值判断的标准。其夸张的造型、激的情绪、鲜明的主题，并不太讲究其艺术性，而以չؗ、

唤ᧈ、鼓动、激发为特色的形象以及口号，则成为时代中与枪杆子并列的另外一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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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后，宣传画和年画、连环画一样，受到了新政权的高度重视。“已在人民群众中具

有很大影响的政治宣传画，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广泛运用的一种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形式，

由于它及时反映了当前的和平运动、民主改革运动和生产改革运动，所以发展很快。五年来仅

北京一处即印有一千一百多万份印刷品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有力地鼓舞着群众为和平、为劳

动、为创造自由和幸福而奋斗。”[1]“发行数量因而大大增加”[2] 说明了宣传画在新中国政治生

活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如果我们走到ᛤ头或者工厂中，就可以看到色彩鲜明的政治宣传画，

已成为商店窗、车间、工人π乐部中经常的装饰物了”。[3] 因此，宣传画也就成为“美术工作

的重大发展”的标志之一。

江丰在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列举了四年来美术创作

中产生的一批比较优秀的、在形式和风格方面有独创性的作品，特别提到了李宗津的政治宣传

画《学习苏联先进生产经验》，从一个方面表明了宣传画在当时的美术创作中已经具有一定的

地位。然而，如同“学习苏联先进生产经验”一样，随着革命政权的确立，过去一切的因ᬊ就

简也逐步开始了向正规化的转变，因此，像学习苏联的政治体制一样，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

面也开始了向苏联学习。

1951 年 4 月 3 日，北京举行了“苏联宣传画和҈画展览会”，这个展览作为较早引进的

苏联美术展览，不仅表现了社会对宣传画工作的重视，而且也为宣传画学习苏联的经验提供了

最为直接的机会。因此，许多重要的理论家都୩文发表观感或总结经验，《人民日报》也给予

了充分的版面，1951 年 3 月 25 日，率先发表了锺惦 的《向苏联的美术家学习——苏联宣传画、

҈画观后感》，并刊发了伊万ឳ夫的《ᯍ第ᐇͤ河水，将ᯍ普特河、ࡉడ河、布格河水，把

法西ள们从苏፥۠国土上清除干净》和毕列夫ள基的《大家去选举》。锺惦 特别指出：“这

个展览会将帮助中国的绘画创作向前推进一步。尤其是其中为我们平时所不易见的许多宣传画，

对于加强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绘画宣传工作，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的。”4 月 9 日蔡若虹的《两

个世界的᎖影——介绍苏联宣传画和҈画展览会》、ᛶ水౼的《仿ͺ到了我们亲密的盟ᥨ——

参观苏联宣传画和҈画展览会》、华君武的《苏联的宣传画和҈画》、严ᗜ的《记苏联宣

传画҈画展览会》，《人民日报》还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这个展览会中的作品。此后，苏联

的经验和模式就成了中国宣传画的榜样，特别是在艺术形式上将延安时期的那种比较简朴鲜明

的宣传画风格，转化为以西画为背景的激烈而富有战斗性又讲究艺术性的样式。

[1]　载《美术》，1954 年第 10 期。

[2]　江丰：《四年来美术工作的࿄况和全国美协今Ց的͊务——在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大会议上的报告》，

载《文艺报》，1953 年第 19 期。

[3]　江丰：《美术工作的重大发展》，载《美术》，1954 年第 10 期。



3

宣传画在苏联是受到高度重视的一种艺术形式，被视为“英勇先进的艺术——是全民事业

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40 年代的后期，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政治宣传画出版的缺

点与改善办法的决议》，要求各界“把宣传画作为劳动人民共产主义教育与眼前的政治鼓动的

一种重要工具而加以注意”。在这个决议中，还责成中央、共和国、边区和各省报纸的编辑部

以及《艺术》杂志与《星火》杂志的编辑部对于已出版的宣传画，系统地发表评论。1949 年，

苏联举办了规模盛大的“苏联优秀宣传画展览会”，并在许多加盟共和国巡展。所以，苏联美

协主席盖拉西莫夫୩文《苏联宣传画——布࠷什፥克鼓动工作的重要工具》，他提出：“苏联

宣传画艺术的崇高的作用，以及高度的、随着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增长的广大观众的要求，

就使得党的组织和从事宣传画事业的人员——画家、编辑、出版者、艺术理论家，有责任在今

后更进一步提高宣传画的政治思想内容水平及其艺术和印刷质量上，必须不ϑ地工作。”[2] 与苏

联影响相应的还有东ൗ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特别是波兰的电影宣传画，也深深影响了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的宣传画创作。1957 年 4 月，“波兰宣传画和书ዚଣ图展览”在北京举行，

其中的电影宣传画以其鲜明的形象、强烈的风格和民族的形式，成为后来许多宣传画画家的参照。

这种借鉴是中国宣传画发展的一个过程，也是中国宣传画的艺术水平在短时间内得到提高的一

个捷径。1954 年，朝花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苏联理论家፥e依凡ឳ夫等著的《谈政治宣传画》一书，

又从理论上影响了中国宣传画的发展。

㿜传画的ⷀ潮与社。作䇤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中国的宣传画在政治运动的ϴ发下，在苏联艺术的影响下，已经初具

规模，并在社会生活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这之中，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巩固政权和建设新社会

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不断的政治运动的需要。因此，在社会生活中，宣传鼓动工作就成为

展开社会政治运动的先行任务。通过各种宣传，及时地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认识，

统一大家的意志，组织大家的力量，从而把运动引向决策者所希望的方向。特别是在当时的国

民中，文盲居多，而地域广阔，加上资传播的不发达，充分利用造型艺术形式进行宣传鼓动

工作，就成为那个时代所选择的最合适的方式。所以，在现实的氛围中，一种具有时代特点的

公共艺术的氛围，就是在宣传的主题词中表现出时代的ᣅᣅ烈烈的群众性，各种墙报、ܞ报、

宣传栏、城乡ܞ画，以及游行的队伍、集会的场所，都印证了这种时代的必然。无疑，造型艺

[1]　Κјឳܻᗃ：《谈政治宣传画》，朝花美术出版社，1954 年。

[2]　ᄦઢ西莫ܻ：《为社会主义现ࠄ主义而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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ጢঐ毛主席的光辉ᗃ作ǒ在延安文艺ऐ谈会上的讲话Ǔ发表三十周年　古元　詹建俊   1972 年

古  元  （1919年～1996年）广东省中山市人。1938 年赴延安，先后考入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历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主任，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北京水彩画研究会名誉会长。

詹建俊  （1931 年～）辽宁省盖平县人。1948 年入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习，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本科生及彩墨系研究生。1955 年

入中央美术学院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学习。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油画学会主席，国家级有突出

贡献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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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እԾ连ဗ画（一）　赵枫ࢶ　古一舟　吴静波　1953 年



37

赵枫川  （1915年～ 1988年）河北省高邑县人。1936年入京华美专学习。历任太行山文联干部，北京市文联副秘书长，北京画院院长，

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分会副主席。



38 

中国共产党እԾ连ဗ画（二）　赵枫ࢶ　古一舟　吴静波　1953 年



39

古一舟  （1923 年～ 1987 年）曾用名古岛，山西省运城市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会长。

吴静波  （1922 年～ 1984 年）字炳福，号皇之，别署救勤，湖北省双峰县人。1958 年开始从事美术教学，先后任北京艺术学院中国

画研究室主任，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创作教研室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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хવ护周总理声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集体创作　1958ڲ 年



41

中国વ有足ܵ的力量给侵略者̿应有的打击！　张汝济　1958 年

张汝济  （1931年～）北京市人。1948年考入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5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历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美术创作员，

图书画册编辑室美术编辑，创作室专业画家。二级美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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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题材的宣传画虽然所涉内容庞杂，且大都是和相对独立的事件相联系，但其内在

思፥和表现形式与国内政治题材的宣传画是极为相近的，正如杨ݍ松所说：“只要从阶级

斗争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共产党人如何认识和处理国内政治斗争问题，也就注定会如何认

识和处理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问题。”[1] 而早在1944年8月18日，中共第一份外交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就已经提出了这种原则和立场：“外交政策，就是党的

国际统战政策的一部分，亦即是国际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所谓“创作宣传画，

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能够深刻理解国家的表现能力。如果缺乏这几点，要创作好的

宣传画是不可能的。”[2] 这不仅仅适用于国内的政治题材，也同样是国际题材的基础。

总体而论，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外交决策，是将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的

革命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利益或意识形态利益。

在他们看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建立并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最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因此，፥护这样的国家政权，就成为新中国的最高利益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任务。[3]

所以，若理解这种内在思፥的相通性，则能相对清楚地看到宣传画中的政治题材与国际题

材的共性。

其一，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是新中国建立之初所发生的影响极为深远的对外事件。

抗美援朝开始后，刚成立不久的，ٺ括不同流派、不同团体、不同思想的全国美术家

协会，表现出鲜明的态度。1950 年《全国美协和北京市各美术团体联合宣言》将新民主主

义革命与时下的抗美援朝等同视之。文中首先回顾革命的胜利，进而将抗美援朝的任务、

目标定为阶级斗争下的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现在同样要以这武器ᅡ准我们眼前最

Ѡ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我们要暴露那ᑼۼ落的资本主义文化៷养下的所谓‘美

国生活方式’的真相，使人人仇视它！ᦔ视它！ᗻ视它！”[4] 全国美术家协会ᬮ属于“中华

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全国文联”），其宗旨是：“在团结全国一切爱国的民

主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和全国人民一起，为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Ϻ资本主义，

建设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和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文学艺术而奋斗。”[5] 全国美术家协会将原本

[1]　 ݍ松：《新中国的革֑ܱ̔思想与ࠄ》，《史学月刊》2010 年第 2 期，第 65 页。

[2]　 邹雅：《̐ᭊં宣传画创作提高一步》，《美术》1955 年第 7 期，第 40 页。

[3]　 ጞᏟe4e៙͛思：《在中国ܿ的会》，国ᬅ文化出版НՃ 1989 年 4 月第 1 版，第 327 页。

[4]　 《全国美协和北京市Պ美术ڄ体ᐏ合宣言》，《美术》1950 年第 6 期，第 6 页。

[5]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ܫ：《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ጢঐ文集》，新华书इ 1950 年 3 月，

第 1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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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散的艺术家组织起来，并通过参与到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中，使之探索出了一套宣传体系，

为以后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提前预热。

1950 年 10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明确地提出

应该如何表现美国的帝国主义形象，即从“美国是中国的敌人”“美国是全世界的敌人”“美

国是纸老虎”三方面 [1] ଫ露美国的߫弱和Ѡ൵，由此证明中国必胜、美国必败。因此，除表

现中朝人民团结、英勇、坚අ，以及革命乐观主义的宣传画之外，“消除亲美、崇美、়

美思想”和“仇视、ᦔ视、ᗻ视”美帝国主义则成为具体的创作目标。比如赵域的《抗美

援朝，保家卫国》，就塑造了一位眼神中充满仇恨、ᗻ视的人民形象，而美国的形象则成

为一条通身布满美元标志的毒ᙩ，象征着资本主义的邪恶，虽然其张ྥ舞ྒྷ甚是ٶ张，但

在Ᏼ子和҈刀的攻击下，又是那么的߫弱。

此外，在抗美援朝期间出现有倡导和平的宣传画，虽然主题是和平，但其内在思፥亦

不出阶级斗争的范畴，正如《全国美协致北朝鲜美术同盟电》就是将世界和平建基在“粉

碎了美帝国主义及其̪ݚ们对̎ฯ人民所施的侵略和阴ៃ”之上，所以，如彦涵的《我们

ᛲ心热爱和平》，其表现的女性是以目光坚定、不Ӫ不̓的形象出现，同时紧握િ头以示

随时进行抗争。这种表现手法在古元的《我是保卫和平的战士》中也可看到，作者将画中

的这位持枪战士表现得毫无ੜ气，而且这位战士呈ഷ势地护在妇߮老Ԯ、工人农民前面，

ૠᑜઔ头，颇有傲骨，表现出“人若࿁我，我必࿁人”的气势。

国际题材的宣传画正是承继了这种思፥，其形式首先是直接表现反对帝国主义，以支

持外国革命的宣传画。这类宣传画在表现世界人民对于民族解放、国家主权完整的正义诉

求时，或是持武器冲锋，或是举િչؗ，且将各国人民画得异常高大，通常以战斗性、革

命性示人。如《̎ฯ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人民的死敌》《支

持古ࣅ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等；而在表现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时，均呈

丑ᬊ、߫ 弱的形象，并被布局在画面的下方角落中，如《美帝国主义从多ዛࡉ加滚出去！》《全

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等，以此表示世界人民在不ႏ强暴、

勇于斗争的潮流下，帝国主义日薄西山，行将土࢝瓦解之态。这种宣传画中出现漫画化的

形式，反映了画家在这一时期敌我对ࢇ中的政治立场，而这一表现形式也是源于社会主义

国家阵营中宣传画对中国的影响。

[1]　 中С中央文研究ࠉ：《थ国以来重要文选编》，中央文出版社 1992 年 5 月第 1 版，第 437~4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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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和平主题。虽然有和平的口号、象征和平的白Ჱ，但实质是在国际政治斗争下

的和平愿景，而这种主题又可分两种：一种是王居平的《争取和平与友谊，反对使用原子

武器》、彦涵的《我们ᛲ心热爱和平》等，通过ᒉ板硬朗、眼光坚定的人物形象，以表达

随时为了和平而准备斗争，还有如《毛泽东和ᡊ鲁晓夫会谈公报》则是以更加鲜明的图文

以表现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友好与合作是和平的基础；另一种是如邵宇的《我们是世界爱

好和平的人民，前进！向着一个方向！粉碎战争᠐子的叫ٶ帝国主义的狂；我们的团结

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和吴作人、张光宇、蒋兆和、᭼启美、叶浅予、罗工柳、胡一川合作

的《让帝国主义者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发ઇբ！》[1]，是以大踏步的方阵逐敌人的整体气

势以ॕ显保卫和平的力量和决心。而如《庆祝伟大的国际劳动节》《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依靠人民的斗争》等更偏向符号化，象征着世界和平的基础是工人

阶级或世界人民的团结。

其三，生产建设。国际题材下的生产建设内容一般有两个方向，一者是对外援建，

比如《兄弟般的友谊，ᨂ铁般的力量》，这幅宣传画主要表现的是中朝两国士兵相拥欢

呼的友谊，但背景则是帮助朝鲜进行生产建设的场景，体现出国际共产主义精神；二者

是对内建设，抗美援朝战争背景下的爱国主义不是ચ象的，除了军队开过Ღ绿江外，它的

内容还包ե了号召工人增产节约、义务加班，农民多打粮食、多交公粮，工商业者改善经

营等等。所以，在《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宣传画选集》中，还可以看到王Ჳ纪的《加紧

生产 打击敌人》、闻立᳁的《机器就是武器！工场就是战场！》、马如ၒ的《拿你的积极

行动还击美帝的暴行》等从生产建设角度表现抗美援朝的作品。

虽然斗争与和平是新中国国际题材宣传画的核心，但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由于苏联

的军事威ᐻ大增，迫使中国不得不从实际的安全角度考虑外交，于是，中国的外交从新中

国成立初期的“一边倒”，20 世纪 60 年代的反对美帝、反对苏修，转变为 70 年代建立一

条从日本经过ൗฯ一直到美国的统一战线，以抗衡当时᭜权主义᧙心日益ᒟᐺ的苏联，这

意味着中国的外交从革命外交向国家外交转型。[2] 我们所熟知的“三个世界”的理论正是在

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所以，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出现了一些超越阶级以及忽略制度、

[1]　 中央美术学院研究部：《抗美ଭ朝 保家Ӽ国——宣传画选集》，人民美术出版社 1951 年 9 月第 1 版，第 29~30 页。

[2]　 陈少ᩇ：《从党代会ఐ中央全会报告看新中国ܱ̔战略的ԫ及特点》，《中С党史研究》2011 年第 7 期，第 63~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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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差异的国际题材宣传画，以表现竞技体育精神，及宣扬各民族间的和平、友谊为主，

如《热烈欢迎̎非各国朋友》《友谊花盛开》等等。这类题材的宣传画的出现，既反映了

中国外交的现实和走向，同时，也反映了外交政策的变化，斗争的热情开始转向和平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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Ԧ对侵略战̂ 保卫世界和平 邵宇　1950 年

邵  宇  （1919 年 ~ 1992 年）辽宁省丹东市人。毕业于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历任《人民画报》总编辑，《人民日报》美术组组长，人

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社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书记处书记，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全国政协委员。



178 

祖国的好山ෲࠪژ不让　ڀᄸ　1962 年

回  ᄸ  （1930 年～）又名ቤ时。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毕业于哈尔滨大学美术系。历任《黑龙江日报》美术组长，《黑龙江画报》编

辑，中国美术家协会黑龙江分会美术创作室主任、专业创作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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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战备 ˑ守海防 　 解放军画ઑᇫΙሽ　196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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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好本领 保卫祖国　解放军画ઑᇫΙሽ　196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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ጞᏟ骑牛我骑马  赛不过̵ϸ话　徐启雄　1958 年

徐启雄  （1934 年～）浙江省温州市人。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历任《人民日报》美术编辑，浙江画院专业画家。第八届、九届全国政

协委员，中国工笔画学会副会长，全国工笔画大展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一级美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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ၹ加φ的干劲回击侵略者　张汝济　195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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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Ц大革新 生产大跃进　张文新　195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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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人民公社ᮼ堂  佚名 年代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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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来Չ甘ᘣ　沙更世　195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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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ඇ畜 爱护ࣷ畜　张ဤ　195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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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学大庆　佚名 1971 年

农业学大寨 　ᳬ龙江北安铁路Ҭ段Ιሽ　1971 年



355

学习ཥ裕ሆ同志的ഛ样 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罗尔纯 高 高亚光　1966 年

高  潮  （1927年~）河北省景县人。1948年考入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56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并留校任教。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

高亚光  （1932 年 ~）女，北京市人。1953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副教授。



397

学习张海ᤔ，做有理ਇ、有᥋德、有文化、守ጢ॥的一代新人！　ᄈ平　1983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