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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美术史与新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有着密不
可分的关联。其一是艺术在党的文艺思想的指引下，以史无
前例的热情积极投入到表现工农兵的全面建设中，因此也就
成为了记录一个时代的图像文献；其二，也正由于艺术界的倾
力投入，对思想宣传与社会生产形成直接的动员作用，艺术家
本身也作为新中国的建设者而作出贡献；其三，在前两种身份
的前提之下艺术家还行使着作为艺术家身份的主观性，每一
位个体对于文艺政策理解的差异性也使得其在看似统一的风
格底下呈现出了面貌的多样性。这正是新中国美术家同时具
备图像记录者、建设者和风格创造者的三个特殊属性的综合
特性。新中国的广东美术也相当程度体现了上述的三个属
性，但由于岭南特殊的地理文化，同时也呈现出其社会活动与
美术活动的“南方特点”，深挖细耕这一个案有助于我们更加
全面和深刻地理解“新中国美术”的具体概念和意义。

本次“新风入南国——新中国广东艺术家的‘珠三角水
乡’建设作品展”，我们的策展团队通过将珠三角水乡建设题
材的作品进行细致的分类编辑，从“金色稻田”“香风乡情”和

“纵横交通”三个主题内容全面展示珠三角地区在国家不同建
设时期的“地域画卷”，展览既是通过美术作品及相关文献完
成的一次“图像证史”般的历史回顾，同时也是对新中国美术
史问题的一次回应：我们该如何描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
具体样貌？

比如，同样是珠三角水乡建设题材，也同样是深入生活的
现实主义表达，改革开放之前之后两个时间段的语言风格就
有着明显的变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我们熟悉的浪漫现实
中悄然加入了许多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比如平面构成图式
和象征主义；而哪怕是50至70年代的现实主义作品，也体现
出“概念创作”和“生活现实”的两种创作思路和风格。以上三
种不同“现实主义”的倾向无疑是广东在新中国美术史时间轴
上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点，它既是社会图像内容发展史，也是艺
术语言变化史。

而就这个课题，本次展览的珠三角水乡建设题材创作正
好为我们厘清历史细节提供了集中和客观的图像材料：我们
在上述“金色稻田”“香风乡情”和“纵横交通”三个单元题材内
容的正题上分别加上了“生活现实主义”“浪漫现实主义”和

“现代性写实”的副题，引导观众在观看历史图像的同时能够
关注到艺术家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同理解和发展。

金色稻田：生产建设与“生活现实主义”

在中南美专时期，广州美术学院师生就响应美术表现工
农兵的文艺宣传需要，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当中，黎雄才
的《武汉防汛图》和关山月的《山村跃进图》都是其中经典之
作。1958年广州美术学院南迁广州，基于地理位置的方便，
师生们深入珠三角水乡，受浓郁的地域风情、热烈的建设场景
与公社新生活的触动，同样创作了不少经典作品。这一单元
主要反映珠三角水乡的生产建设主题。广东的水乡地处亚热
带并受海洋性气候下生态环境的影响，其地域文化有着鲜明
的特点。对于一直与水为邻、以宗祠生活为轴心的乡民而言，
稻田、河涌、舟船、集体劳作、田头市集是他们劳动与生活的现
实背景，他们全部的劳动作业为美术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
题材和源源不断的灵感。

艺术家们秉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绘画手法，表达自己
的情感与精神，不少作品准确地捕捉了细节。它们或以小情
景象征大时代，或以普通人物彰显典型形象。典型案例如展
览作品中的汤小铭《稻香时节》（1962）和黄文波《春雨》

（1963），因为打破了某种范式的表达，以细腻的情感捕捉生活
细节，给人清新的乡村抒情感受而大获成功。他们的成功无
疑回应了艺术界一直以来的关于什么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艺术如何既能反映生活的真实性，又能
符合表现热火朝天的社会建设及人民生活的幸福。展览中严
文俊的《香飘四季》（1964）与陈残云的著名小说《香飘四季》同
名，此画作与小说有着同样的对于水乡田头最普通生活的描
绘，由于也和小说一样调子温和、情景真实而给人田园抒情的
幸福感。小说作为表现珠三角水乡建设的代表性作品风靡一
时，但也曾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被批评“从中不能找到中国
南方农村的真实图景”，历史的复杂性正是由于难以准确定义
一种概念。

香风乡情：社会生活与浪漫现实主义

与第一单元作品相比，此单元的创作内容主要反映新中
国珠三角水乡的人文地理风貌和集体生活，其中不乏表现水
乡人民学习新政策等集体生活的画面。文艺工作者积极转变
思想认识，铸就了众多展现新生活面貌、符合时代精神和人们

审美趣味的现实主义作品。
因为农民、农村、农业在新中国建设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具体表现在促进农民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他们觉悟及思想
水平的提高这两个方面。因此，新年画这种农民喜闻乐见的
艺术形式应时而生，首先由古元、叶浅予、石鲁等艺术家创作
出一些图示的经典，再在“百花齐放”实践探索中逐渐总结出
某种范式：结合传统民间套色木版画单纯平涂的色彩，将英雄
屹立指明方向，或众人簇拥核心人物的构图模式，潜移默化地
渗进国画、油画等其他艺术类型的创作当中，这便是后来普遍
的符合时代精神的革命浪漫现实主义作品。展览单元中王建
国的《公社的节日》、林墉的《我们的队》作为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的典型“样式”，昭示着此类创作方法同样盛行于南方水乡，
并取得了较高成就。直到陈衍宁在1972年创作出《毛泽东视
察广东农村》这件油画经典，一种时代精神的典范在广东艺术
界到达了顶峰。

应该说，第一单元和第二单元的创作依然统一在一种相
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观念当中，但或许是因为创作
内容、动机的不同，其创作的具体方法和思路也存在着某种区
别，第一单元偏向于从“生活现实”中提取，第二单元则侧重于

“主题性”的表达，因此也呈现出了图像形式的某种差异，这是
我们试图进入历史的细微样本。

纵横交通：城镇工业发展与现代性写实

改革开放后的珠三角，不只农业、农村得到了极大发展，
历史也对水乡寄予了更多期待。整个珠三角逐渐向着城镇化
和工业化转型，现代社会的典型视觉标志高压电线开始密布
珠三角平原，纵横的高速公路也迅速替代了阡陌河涌成为主
要交通方式，城镇现代式小高层楼房拔地而起，跨江大桥与高
架桥同时密集耸立，水乡的社会风貌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
化。此时广州美术学院师生依然坚持着深入生活的写生创作
习惯，我们看到展览中钟蔚帆1982年的《水乡姑娘》和廖慧兰
1984年的水乡系列套色木刻等作品依然保持着对乡村生活
习俗的兴趣，而刘其敏和他的学生潘行健却更多地把眼光投
向了都市文化所产生的某种抒情美感。

不同于全国其他大多数地方开始流行的伤痕美术和乡土
自然主义情调，广东的艺术家没有太多关于“忧伤”和“乡土人
文”题材的作品，似乎在三角洲经济快速发展的节奏上还没来
得及“乡愁”就被带入到了现代工业发展所带来的几何构成的
美感当中。在刘其敏看来，新时代在眼前展开的图景，竟像是
几何构成一样纯粹，在这种构成关系的基础上，他把南方强烈
的光线放进黑白素描当中，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明朗、抒情的南
方城郊的情调。只是，这种形式美感依然源于对生活的真实
体验，刘其敏的案例或许也提醒我们，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正
积蓄着强大的生命力。

看完以上这三个展览单元，观众应该能体会到新中国广
东美术家的创作在三种现实主义倾向中的穿插和取舍，同时
展览还反映出不同时期美术家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
重要概念的回应和发展。为了梳理上述历史，展览各单元都
配有丰富的史料文献，同时，展览最后设置的附录单元“主题
和现实”，亦通过展示民国时期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广东艺术
家的现实主义代表作，与著名的“梁永泰争论”建立起了某种
历史的上下文关系，试图回顾不同历史背景下广东艺术家进
入生活现实创作的差异。

新中国珠三角水乡建设美术作品中的三种现实主义新中国珠三角水乡建设美术作品中的三种现实主义
□□何小特何小特

绿色的田野（纸本水彩，1991年） 刘其敏 作 水乡婚嫁（纸本，1984年） 廖慧兰 作

我们的队（纸本设色，1964年） 林 墉 作 香飘四季（纸本，1964年） 严文俊 作

春雨（布面油画，1963年） 黄文波 作

读图时代为观画和绘画同时带来两种可能，一是给予观
者时间上的便捷，通过图形的识读，理解表述的涵意，二是给
予画者空间的拓展，不再停留于叙事的理智，而触动和引发
了更多情绪的感觉，尤其对自带敏感的年轻画家而言，不敏
感就跟不上时代的节奏，就把握不了表现的意义，推动时代
发展的主体人群必然是青年，青年无可争议地成为发展的前
卫，而敏感正是青春的心理特征，所以不敏感就不青春，青春
之所以飞扬，正在敏感有无限可能。

因为敏感，情绪是波动的。许多青年画家对主题的判定，
既不在画之先，也不在画完后，而在行为中，依据情绪的波动
与变化，随时聚拢或打开想法，情绪的热烈或冷却都会反映
为画面的张扬或收紧，最终确定的主题，是对情绪过程笼统
的总结，是什么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对波动的感觉，是敏感调
动了行为，行为完成了画面，这样的总结对观者是种习惯性
的交接，对画者仍然是情绪波动的载体、心有余悸的载体。从

张治华的黑白木刻《同舟》系列，
颜克疾的黑白木刻《黑色的梦》
《你到哪里去》，陈词永的黑白木
刻《疾风》系列等作品中，都不难
看到情绪的变化如同呼吸的吐
纳，轻重缓急都付诸刀端，刀触
或轻盈跳动，每一刀都在试探着
某种可能，每一种可能又牵扯出
下一刀的前行，或深沉凿刻，

“点”的飞溅，“线”的飘摇，交织
成“面”的起优跃动，观者也会随着画面跃动的节拍，感受到
画家情绪的起伏，无论是同舟共济的依傍，还是黑夜梦的呓
语，再或者风与人在疾速中的动荡，都是对情绪波动的敏感。

因为敏感，思维是活跃的，思维乘着想象的翅膀自由驰
骋。顾秀华在黑白木刻作品《复归自然》中对生灵万物的赞

美，王永波在绝版油套作品《乡音》《乡愁》
中的叹嗟，王禹在铜版作品《中国智造》中
对工匠精神的畅想，都能让观者脱离现实
的拘束而在活跃的思维中，拓展想象，升华
意境。如果画家的心理年龄超过其生理年
龄，思维的敏感远不够支撑想象的空间，画
面的成熟也并不代表想象的时间，而恰恰
是心理年龄与生理年龄的不同步，才差异
出敏感的锐利，才放飞出想象，才展示出青
春的力量。

因为敏感，语言是探索的。绘画中没有
哪一种语言是固化的，如果有，那失去的不
仅是表现的活力，更是创造的终结。语言不
仅再现人们所知道的，更可能表现人们所
未知的，因此语言的敏感对再现价值不大，
对表现意义重大，也只有不断越过再现的
可能，去探索表现的不可能，语言才因此具
有品质，具有情怀，具有生命的想往。语言
涵养的精神品质实际是一种勇于探求、积
极进取的能量，是人性升华的力量。在弗洛
伊德的人格结构观中，贯穿本我、自我、超
我的，也正是这种人性升华的过程，艺术语
言在表现这一过程中的敏感至关重要，不
会有太多的借鉴与参照，不能有直接的剽
窃与临摹，画家只能依靠自己对画面语言
的敏感走出迷茫和黑暗。李长兴的石版作
品《欢乐颂》，秦琪的铜版作品《摸黑系列》，
赵书宏的石版作品《门神》，黄剑波的水印

木版作品《看不见的触碰》系列，王海迪的水印木版作品《芭
蕉弄叶》等，即是在敏感的语言试探下，形成了表现的意志，
不论是油印抑或水印，石版抑或铜版，画家对自身表述语言
的自信，正是从敏感起始，经过太多的可能，最终把握到叙述
的结果，完成了一次探险之旅。

因为敏感，观念是新颖的。人类用双腿动作行走，用头脑
判断思考，用观念将这两者结合，版画也是在行为与思想并
行中形成观念，从手段与工具的观念，逐渐过渡到结果与目
的观念，而每一次观念的完成都依赖作品的成熟，就像每一
次观念的造端都仰仗画家的不成熟，只有不成熟的观念才是
敏感的，才充满了青春的锐气。徐娜的木口木刻作品《青山绿
水》《天之四灵》系列，用一贯的缜密铺排着新观念的天罗地
网，她要捕捉的除了现实的回音，还关乎历史的遗韵，在过去
与未来之间建构自己认识的逻辑。姚元鲁的水印木版作品
《蝶梦“白黑”》《蝶梦“西东”》则以光影的律动强化了虚无的
实在，画面中纵横伸展的空间弥漫着神秘的梦魇。朱柯橙的
铜版作品《The shape Between Uslll》在漫无边际的散
淡中拾捡日常的琐碎，都是在新的观念的探索中寻找立足之
点，赵子亮的丝网版画《五号线的日常》系列与刘海辰的铜版
作品《失志与成辉》是从完全不同的立场阐述着相似的疑问，
匆匆而去的日常，究竟体现了怎样的意义，有形或无形的生
命如何面对逝去。以往人们习惯于在画面中寻找答案，而新
的观念只提供了敏感，在新的感觉中，去体味被画家擦拭一
新的老问题，去思考其中新的价值或意义，画家正是通过自
己的创作，透视出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从自然的角度认识社
会，从社会的立场探究自然，是画家以自己对观念的敏感，串
连起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之间的通道。

青年版画家们在情绪、思维、语言、观念几个方向的敏
感，构成了版画表现新的维度，他们用有限的画面伸展出
无限的想象，不但用版画的行为拓展着艺术的思维，也用
艺术的实践成熟着自身的认识，拓展了自己的人生，鲜衣
怒马的青春，花颜春红的节令，青春飞扬的版画，日夜孳孳
不息敏行。

12月9日，由中国书协展览处主办的“周剑初五体书
法半百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周剑初现为中国书法家
协会草书委员会委员，“沈门七子”成员，多次担任全国
性书法篆刻展览评委。2008年 10月，“周剑初五体书法
展”亮相中国美术馆，“五体”成为其鲜明形象谱系。他在
书法上“五体”并进，并倡导书家当习“五体”的艺术主
张。在其年近“半百”之际，他将12年来对“五体”的所思
所想化成墨迹。所展50件新作，书写古今美文、自作诗联
占据很大比重。展览按照美术馆展厅格局，以一件巨幅
狂草为主打，其他五体各式共49件分列四周，风格迥异，
形式多样。巨幅草书毛主席词《沁园春·长沙》，此作由九
个丈二（3.7米X13米）组成，一气呵成、气势恢弘，在形式
构成、作品内容与书体选择上达到了高度契合，具有较
强的艺术感染力。

中国书协副主席刘洪彪在致辞中首先代表中国书
协对展览的举办表示祝贺。他回顾了自己和周剑初在二
炮部队二十余年的相识相交，特别提到2008年他第一次
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首次“五体书法展”，并谈到其坚持

“五体”并举兼修的书艺理念与追求，不失为当代书家学
习书法的有效方式。

中国国家画院原副院长曾来德宣读了沈鹏先生的
贺信。据悉，此次展览位于中国美术馆4号展厅，展览将
持续至12月20日（周一闭馆）。 （书 讯）

因为敏感 所以青春
□代大权

从
戎
耕
墨
联
句
（
隶
）

欢乐颂（石版画） 李长兴 作

五号线的日常—向上（丝网版画） 赵子亮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