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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先生热切关怀和亲自教导下，新兴木刻作为20

世纪中国一股崭新的革命美术创作潮流，在其引入中国伊始

的上世纪30年代前半期就已经取得了迅猛发展。全面抗战

爆发后，新兴木刻开始肩负起更大的历史使命，走在了美术

创作甚至中国文艺的前列。在抗战洪流中，如何创作出新的

中国艺术？新兴木刻也在努力探求着自己的艺术定位和身

份。1938年4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延安鲁艺”）

的成立正为此提供了重要契机，新兴木刻藉此转向了让人耳

目一新、具有独特艺术面貌并让世界瞩目的“延安木刻”，木

刻家们也在此真正找到了木刻所应有的艺术定位、艺术身份

与精神归属——人民生活的源泉。

心归延安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延安在当时成

为了一个极富吸引力的地方，全国各地怀抱着革命理想的知

识青年争相投奔而来。艾克恩谈道：“抗日战争开始之后，党

中央和毛泽东在这里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民族解放战

争，成了革命的灯塔。许多有志于抗日、追求光明、自由和民

主的人士，包括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不惜

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奔向延安，一时间出现了‘天下人心归

延安’的滚滚潮流。仅1938年，在延安就聚集了百余名已有

成就的文化人，包括作家、戏剧家、音乐家、美术家等方面的

人才。”（《延安文艺史》）其中就包括了许多木刻家。

据统计，自1936-1940年间，相继到达延安的木刻家就

有温涛、胡一川、沃渣、江丰、马达、陈铁耕、陈叔亮、王式廓、

黄山定、张望、刘岘、力群等，他们基本都以鲁艺美术系为活

动阵地，鲁艺美术系也由此实际成为了“木刻系”，继而培养

出了古元、彦涵、焦心河、罗工柳、邹雅、夏风、王流秋、苏光、

张晓非、张映雪、刘蒙天、牛文、刘旷、陈九等一批青年木刻

家。他们共同构成了延安木刻创作的“延安学派”。所谓“延安

学派”，力群作了解释：其是由延安的木刻家们在政治思想、

艺术方向的一致，描绘内容和艺术风格上的接近，以及地理

环境和人物风貌，互相学习和影响等因素而自然形成的；其

以延安鲁艺为中心，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古元；在艺术内容

上歌颂陕甘宁边区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所过的民主幸福生

活，歌颂敌后军民的英勇战斗和英雄业绩；在艺术形式上脱

离了外国影响而富有民族气味的风格。“延安学派”的逐步构

建，也为开创延安木刻崭新的创作路向奠定了坚实基础。

延安木刻的变革，首先是最早来到延安的一批木刻家面

对延安新生活在木刻创作上所进行的变革。如这一时期，江

丰的《延安各界纪念抗日阵亡将士大会》，再现了延安举行

“纪念抗日阵亡将士大会”的情景；沃渣的《军民打成一片》，

刻画了八路军战士帮助边区农民收割的场景，是对军民合作

的表现。两幅作品都在内容上反映了延安的新生活，具有鲜

活的生活气息；但在技法和风格上，却依然保留了他们既有

的风格：采用阴刻法，并通过黑白对比组织画面。然而，这种

风格却很难为边区军民所接受。木刻作者们也很快意识到了

这一问题，并试图在木刻创作上进行革新，以开拓延安木刻

的大众化之路。

走向人民生活

延安木刻的大众化探索切实地体现为“走向人民生活”

的实践。所谓“人民生活”，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更确切地说，

应是陕北农民生活、陕北农村生活。这既是乡村民众动员的

重要方式，也切实为艺术创作探索提供了新的命题。

其中，古元1940-1941年在延安县碾庄乡的生活实践

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当时，古元等5位鲁艺学员一起被分

配到碾庄工作，这原本是鲁艺教学安排中既定的一环（专业

学习与革命工作相结合），古元却在此默默展开了颇具实验

性的生活实践和创作探索。经过了一段长期且痛苦的生活实

践的磨砺，古元努力将碾庄农村鲜活的生活体验转变为艺术

创作，试图构建起艺术与生活的有机结合。他谈道：“经过一

段熟悉的过程，我对这里的生活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看见乡

亲们的日常生活，如同看见很多优美的图画一样，促使我创

作了很多木刻画。”这批作品就是他在碾庄时期创作的富含

生活气息的“农村小景”系列（1940）、《选民登记》（1940）、

《结婚登记》（1940）、《离婚诉》（1940）等，标志着他在从生活

实践到艺术创作探索的初步成效，且许多作品都成为古元延

安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当徐悲鸿1942年在重庆看到古元“农

村小景”系列木刻之一的《割草》（1940）时，发出惊叹：“中国

艺术界中一卓绝之天才，乃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古

元……乃他日国际比赛中之一位选手，而他必将为中国取得

光荣的。”由此可见古元碾庄木刻创作的重要价值。

古元碾庄创作的重要意义更在于其为延安木刻创作的

进一步探索提示了方向——将艺术创作与人民生活实践进

行有机的结合。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文艺的根本问题是“为人民

的”，文艺创作的惟一的源泉是“人民生活”；随后他又提出了

“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的主张，这都鲜明强调了

“人民”与“人民生活”在文艺创作中的核心位置。1943年 3

月，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召集文艺工作者开会，号召文艺

工作者到农村去，紧密地与群众相结合。此后，延安文艺工作

者纷纷下乡深入生活。同年12月，一支有42名成员的“鲁艺

工作团”深入绥德，收集了大量民间剪纸，并创作了新年画和

新窗花；王式廓下乡到安塞农村；古元、艾青随运盐队下乡到

三边；罗工柳和杨筠下乡到关中；张望下乡到靖边，等等。正

如张仃指出：“我们是无需再珍贵自己的一些‘糊涂观念’，把

空洞的理论和虚名作为装饰。现在正需要真正面向工农兵

了，和实际生活结合——下乡去。”“画家下乡”与边区乡村生

活相结合，成为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推进美术创作的明确

而崭新的路径。新的深刻的生活体验也为美术创作开拓了广

阔空间。经过了新的生活体验，古元创作了《加紧运

盐》（1943）、《放青驮盐》（1943）、《练兵》（1943）、《菜

园》（1944，套色木刻）、《人民刘志丹》（1944），罗工柳创作了

《马本斋将军的母亲》（1943）、《八路军一二○师政委关向

应》，张望《乡村干部会议》（1944），王式廓《改造二流

子》（1944），马达《汲水抗旱》（1944）、《民间艺人》（1944），石

鲁《群英会》（1944）、《妯娌俩》（1944）等等，都展现出浓郁的

生活气息和崭新的艺术面貌，延安风格木刻趋于成熟。

可以说，抗战时期的延安美术不仅在战争题材、更在人

民实际生活的源泉中寻觅到了艺术创作的意义所在——对

“人民”的发现和表达。尤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广大美

术家更自觉地走向农村、走进工农兵，更广泛而深刻地与大

众相结合，这是五四以来从未有过的美术现象，其社会意义

和艺术价值不容忽视。

汲取人民形式

走向人民生活的实践过程，也伴随着木刻民族化的探索

过程，必然导致延安木刻形式语言的变革。到底应该为那些

不识字的陕北农民提供怎样的艺术呢？于鸣1939年就曾分

析：“在实际向‘大众化’的方向发展，是从两方面进行：一方

面是艺术手段上，不妨碍大众生活习惯而影响形式；一方面

是为了限制，而引用传统的旧形式。”可谓准确概括了延安木

刻家在艺术大众化探索方面的不同道路，尤其后者逐步成为

了延安木刻民族化探索的主要道路。

尽管相关探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就已经积极开展，

如1938年冬成立了“鲁艺木刻工作团”，其在木刻新年画创

作方面取得了显著的创作成绩；但显然，延安文艺座谈会成

为了一个关键节点，其后随着走向人民生活的深入实践，延

安农村既有的民间形式、传统形式、旧形式等开始广泛进入

美术家们的视野中。美术家们也试图藉此推进木刻创作的新

探索。正如力群谈道：“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由于文艺工作

者们加强了群众观点，考虑到农民群众的欣赏习惯，版画家

们作品的巨大变化，就是减少了画面的黑的成分，人物的面

部也不再用明暗的表现法了，而采用了中国年画中人物面部

的画法，并多用阳线刻法了”，并“考虑到群众对色彩画的喜

爱，因而大大发展了套色木刻”，由此构建起了“延安学派”共

同的艺术特色。

在相关创作中，早在1939年春节前，江丰创作了《保卫

家乡》（1939）、沃渣创作了《五谷丰登》（1939）两套新年画，

开创了延安木刻新年画创作的潮流。1942年以后，古元也开

始从“黑古元”转向“白古元”风格，他再次创作了《结婚登

记》（1942）、《离婚诉》（1942），以及《区政府办公室》（1942）、

《减租会》（1943）、《马锡五调节婚姻诉讼》（1943）等一系列

采取阳刻技法的作品，呈现出崭新的艺术面貌；石鲁则借鉴

延安民间流行的“拉洋片”形式，采取连环画形式，进行“新洋

片”探索，内容主要是宣传时事、表现群众生产生活，受到群

众的热烈欢迎。

从“大众化”到“化大众”，正通过在语言风格层面的探

索，才最终完成了延安木刻（以及延安美术）民族化的探索，

塑造出成熟且具有独特风格的延安木刻版画艺术。自当时开

始，这批延安版画就开始进入西方各大美术馆、博物馆，并受

到高度评价，其既是中国抗战的一份历史文献，也代表着中

国革命美术独特的艺术魅力。

人民精神与中国精神

延安版画作为20世纪中国美术尤其中国革命美术中一

个颇具代表性的艺术类型，如何深入总结其艺术精髓，对于

推进当代中国美术创作发展亦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上文的分

析，延安版画创作成功的秘诀恰在于其对于人民生活、人民

精神的揭示。在此，“人民”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被凸显

出来，继而构成了此后推进中国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矢志不渝

的追求和源源不断的艺术力量。

这种“人民”精神，也是一种中国精神。中国精神凝

聚人民力量，挺立民族脊梁，构成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

强国之魂。发掘和描绘新时代新的人民形象、人民精神、

人民生活，正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重要路径。其

关键是，要在人民的鲜活日常生活中，去发掘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核心要义，并作生动具体的艺术表达，而并非

概念化、公式化的生硬呈现。同时，对于人民生活、人民

精神的深刻了解，也并非轻而易举，需要美术家切实地开

展深入生活的实践，甚至需要一个痛苦的过程。延安文艺

家从“大众化”到“化大众”的艰难转型，正为当代新的

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提供了重要参照。

2014年以后，“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创作理念，

再次受到广大文艺家包括美术家的重视和实践。尤其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抗疫主题创作受到广泛文艺家包

括美术家们的深切关注和广泛参与。美术家们用画笔刻画

了人民群众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之下英勇不屈、守望相助的

抗疫生活场景，创作了大量作品。这些作品记录了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构筑起中国人民万众一心抗击疫

情的时代记忆，展现出伟大的抗疫精神。尽管如此，如何

创作出无愧于民族、无愧于时代且传得开、留得下的文艺

精品，仍需要广大美术家在生活实践中持续探索、砥砺前

行，不断从中打造和夯实文艺创作的精良制作、精湛艺术

和精神思想。

人民的力量人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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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指导、中国国

家话剧院主办的“秋天的‘剧’会——全国话剧院团

疫情期间原创作品线上展演”，在学习强国、文化和

旅游部官方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快手等新媒体

平台同时启动。27部原创戏剧开启了今年自疫情

发生以来，全国话剧院团的线上首次大规模集结演

出，助力全社会齐心抗疫、复工复业。

展演期间，武汉人民艺术剧院、西安话剧院、山

东省话剧院等全国21家话剧院团以每天一个院团

专场直播的方式，为广大戏剧爱好者带来了丰富的

演出内容。展映作品中既有疫

情期间的最新创作，也有院团

的经典保留剧目；既有精彩片

段的展示，也有情景朗诵会、快

板剧、音乐剧等各类型艺术作

品。来自全国的话剧表演艺术

家及话剧新秀联合演出、共同

献艺，艺术家们还在云端为观

众介绍院团特色，一起“云游”

院团，希望通过对戏剧艺术的

推广普及，让更多人了解戏剧、

喜爱戏剧，也期待通过多元的

舞台艺术呈现方式之探索，全

面展现戏剧人在疫情期间不畏

艰难、勇攀创作高峰的使命与

担当。

作为活动主办方，中国国

家话剧院于此次展演中推出了《懒汉脱贫》《喜从天

降》《回家》《你是谁》等6部观照现实人生、聚焦时

代生活的短剧作品。其中《夜深人不静》讲述了疫情

期间两位陌生邻居因一场“楼台会”而感受到的温

情和暖意；《一步之“谣”》则描绘了一位家庭主妇经

过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教育”，从听信谣言到成为

社区抗疫志愿者的故事。自活动启动之日起至9月

30日，每晚7点30分，观众在合作视频网站等搜索

“中国国家话剧院”“秋天的‘剧’会”等即可免费观

看直播放映。 （路斐斐）

由北京市文联、中国国家话剧院主办，北京剧协和北京青年戏剧工作者

协会承办的第13届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日前在京宣布，9月25日将于国家

话剧院正式开幕。戏剧节发起人、艺术总监孟京辉向国内外戏剧爱好者发

出邀请并表示，在疫情延缓乃至暂停了国内外多数艺术节举办的情况下，本

届青戏节汇聚中外30余部戏剧作品、七大单元活动，以线下线上结合的方

式回归，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的戏剧生活正在逐步恢复常态。

创办自2008年、业已成为青年戏剧家创作成长重要平台的青戏节，今

年报名作品数量达157部，又创历史新高。北京青年戏剧工作者协会会长、

本届青戏节剧目总监邵泽辉表示，这说明了青年创作者对戏剧、艺术与生活

依然充满希望和憧憬。今年再度“升级”的青戏节既提供线下剧场演出，观

众也可通过优酷平台上传的视频免费观看演出作品；此外，哔哩哔哩网站也

将合作直播青戏节线上演出部分。本届青剧节共有13部青年导演的作品

被纳入“戏剧在场”单元，包括戏剧节开幕戏《美好的一天》（李建军导演）等

11部在京演出和2部在西安、厦门演出的作品。而今年特设的“戏剧在线”

单元将集中展示12部极具探索精神、于今年3月以来全新创作的线上戏剧

作品，包含国内创作者的多部新作及日、德两国艺术家受邀合作完成的3部

作品。

据悉，本届青戏节将持续至11月15日。期间戏剧节还将策划安排多

场现场音乐表演直播、原创新作及经典作品的剧本朗读、多场戏剧交流与研

讨活动等。其中“戏剧在嗨”单元首次尝试封闭式48小时短剧大赛，创作者

需在有限空间、时间内完成一个命题创作任务并在剧场展示出来；而全新推

出的“戏剧在案”单元则面向全国及全世界戏剧爱好者征集8分钟创意表演

短视频，创作主题将于青戏节开幕当天公布。 （路斐斐）

记者从日前在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第23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于10月10日至20日

举办。本届音乐节以“音乐不停息”为主题，将突

破往年以线下音乐会为主的形式，贯通线上、线

下两个渠道，为观众创造240小时不间断的精彩

视听体验。

据介绍，本届音乐节线下部分将有20场包

括管弦乐、室内乐、独奏音乐会、歌剧电影等形式

的演出，作品涵盖多种音乐类别。其中，音乐节

特别策划推出了“京鄂两地音乐家联合呈现抗疫

主题新作品《无题——献给2020》”“纪念贝多芬

诞辰250周年”“我们生于2000年”等主题的系

列音乐会。在线上，超过240小时的音视频节目

将通过“BMF俱乐部”APP完整呈现，28档线上

直播栏目将以丰富的视角展现古典音乐文化的

博大与深厚。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委员会主席

余隆表示，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古典音乐行业

的原有生态，但北京国际音乐节面对新挑战，依

然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同时，北京国际音乐节积极倡议古典音乐版

权保护。本届音乐节将使用到的各类音乐达

2000余段，此外还与诸多演出机构、版权方展开

合作，引进音乐会现场录像、专题片、纪录片等音

视频产品。此次音乐节与拿索斯中国、环球音

乐、索尼音乐等音乐唱片公司展开深入合作，不

仅确保每一首音乐的使用都符合法律规范，更在

版权交易和使用模式上进行多样尝试。（王 觅）

第13届北京国际
青年戏剧节即将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