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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辟蹊径，进行前无古人的创新

李斛在20世纪40年代抗战时期的艰
难处境之中，化腐朽为神奇地运用中国水
墨，在重庆当地用来包东西的土纸上进行
中国水墨画的创作。他独辟蹊径，从人物
画突破，进行前无古人的创新。

1946年，李斛作了《纤夫》。这是多
人物的大幅构图，6个人物中有用力昂首
向前者，也有低头俯身以一只手支持地面
者，有双手抱住腰部奋力拉纤者，有疲惫
不堪几乎倒地仍在坚持用力者。动态的强
烈达到极致，人物坚韧刚强的神情，特别
是向侧前方用尽全力的动势令画面传达出
感人的力量。

也是在同年，李斛还凭借其过硬、坚
卓的素描功力尝试用中国水墨在土纸上表
现人体之美。《嘉陵江纤夫》为向左侧方
拉纤的5人，全部为裸体。其中有一人被
部分遮挡，但露出已跪倒在地上的双腿和
已几乎顶到地面的头部，背景是以淡墨绘
出的波涛滚滚的江面。众多用力的裸体，
特别是肌肉的表达更使画面的力度达到空
前，更为了表现这些劳动者，李斛不知
多少次在北碚到重庆的沿江码头和石滩
上观察、记录、琢磨、酝酿、构图。他
对自己的同学讲达芬·奇为 《最后的晚
餐》 中的犹大形象，留下上百幅画稿。
他便是以这样的努力来进行纤夫创作
的。看到这两幅纤夫，令人有受到震撼
之感。这种力量的表达、所采用的技
法，甚至纸张，包括观察方法和审美角
度，都是千年中国画从未有过的。它们
在中国绘画进入现代的过程中所产生的

作用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
在这之前，李斛尚未毕业时的作品和

刚毕业时的作品，如 《战火中的难民》
《山城小妹》就已开始新的尝试了，并且
开拓出了现代中国画的一片崭新天地，取
得了卓越的成就。

先君悲鸿公看到李斛的探索兴奋不
已。两次为他题词，给予极高评价：首先
是“用中国纸墨，以西洋画法写生，自中
大艺术系迁蜀后始创之，李斛仁弟为其最
成功者”。然后再次赞扬他在发展中国绘
画上的突出贡献：“中国画向守抽象形
式，虽亦作具体描写，究亦不脱图案意
味。李斛弟独以水彩画情调写之，为新中
国画别开生面”。在第一次评价之中，先
君称李斛为仁弟，即为自己喜爱的学生，
而第二次改称谓为弟，则是把他看作同辈
的大画家了。

在中国画革新上更加勇猛精进

在20世纪50年代，李斛被调到中央
美术学院任教，在中国画革新上更加勇猛
精进。在审美的两大要素“形”与“色”
上，都取得了突过前人的辉煌成就。他率
先在中国画中发挥出了颜色互为补色关系

的魅力，使画面顿觉丰富。形与色，形与
墨都达到和谐自然，尤其解决了彩与墨的
融合这一中国画发展的关键问题。

《小运动员》 以其子李凡为模特儿，
画面上沁人心脾的黄与紫的互为补色关系
和素描与色彩的巧妙结合堪称典范，在处
理体面关系和冷暖色调的变化上微妙而自
然，酣润的墨块和劲健而富于表现力的墨
线使得画面效果出人意表，富有音韵。
《披红斗篷的老人》是展现暖色之美的力
作，造型的结实，表现力的丰富、坚卓较
之西方油画的杰作，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人物神情和皮肤的质感表达都在中国人物
画上达到了新的高度，红色与墨的融合使
画面更加浓郁而沉着，并使人物的神采分
外突出。这两幅杰作都是在给学生们作写
生示范时完成的。其过硬功力和对教学所
产生的作用都代表着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
专业的最高水平。

《齐白石像》 把老画家安排在温暖、
和煦、明亮的氛围之中，似乎正在聚精会
神地观察身前的两只鸽子。他的左手扶着
椅子把手，右手食指微曲，似乎在勾勒着
眼前看到，并在心中涌现的形象。飘拂的
白色长髯打破了浓墨衣帽的厚重，在画面
上造成了不可思议的运动感，将人物的头
部与双手联系到一起，而且将浓重墨色的

人物与轻盈飘舞的紫藤花结合得完美、自
然，令人赞叹。

这幅画的环境刻画引人入胜，紫色藤花
与绿色藤叶，组成温馨而典雅的花海，本身
已是一幅花鸟佳作。而花又有偏蓝色和偏紫
色的，藤叶亦有呈现厚实的蓝绿色与代表欣
欣向荣的绿黄色，把互为补色的关系运用得
得心应手。呈现出黄一点的树叶被着意地
安排在画的左上角，也是老人的正前方，
那里好像正有一抹阳光射入一般，令人神
往。浅灰色彩的背景衬托着赭色的面部与
双手和因欢笑而舞动的长须，传达出令人
感动的亲切与安详。《齐白石像》堪称新中
国人物肖像画的代表作。此时身为中央美
院中国画三人创新小组的李斛，已经是中
国画系的主力教授，由“纤夫”开始的新
中国画探索已经成熟并结出累累硕果。《女
民警》《印度妇女》《关汉卿》《广州起义》
《炉前浇铸》《工地探望》 均令人赞叹不
已，过目不忘。

李斛在中国人物画的发展上是一位深具
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巨匠，形成了自己优美、
雄奇的风格和有系统性的造型技巧和主张，
他的名字和卓越成就已经镌刻在中国美术史
上，无疑地应与当代美术大师并列。

（作者系徐悲鸿先生之子，第九、十、
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徐悲鸿纪念馆馆长）

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珍藏
有一份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相当于“号
外”，它全面、详尽、真实地记录了第二
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情况。

这是一份1934年2月3日出版的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
中华》的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7期。

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
召开的重要政治会议，于1934年1月21
日至2月1日在瑞金沙洲坝中央政府大礼
堂隆重召开。

1933 年 4 月，临时中央政府从叶坪
搬迁到沙洲坝后，为召开大会，决定在沙
洲坝老茶亭村的树林中，建造一栋规模
大、造型美，具有苏维埃共和国标志的临
时中央政府大礼堂。

大礼堂由“二苏大会”准备委员会监
造，钱壮飞担任图纸设计，总务厅主任袁
福钦组织实施，并在江西和福建各选调了
200多名技术人员和建筑工人担任大礼堂
的具体施工任务。

大礼堂由 1933 年 8 月 1 日动工兴
建，毛泽东常到工地慰问工人，工人们都
说：“这是我们自己选出的代表集会之
处，请放心，我们一定会按时间、保质量
把大礼堂建好。”果然只用了 4 个月时
间，一座宏伟的建筑拔地而起，整个外形

也非常别致，从空中往下看，就像一顶红
军的八角帽。

当时整个建筑用了48根木柱，为防止被
敌人飞机发现，树顶上的枝丫都还保留着。

这个大礼堂楼上楼下可容 2000 余
人，有三个特点：一是门多，便于疏散，
在这四周共有17道门；二是视线好，无
论坐在大厅内的哪个位置，都可以看见主
席台；三是回音效果佳，不用扩音设备，
可以清晰听到台上的讲话。另外，在礼堂
的北侧10米处，还修筑了一个回字形空
洞，可容上千人。在大礼堂的门首上方还
嵌着黄亚光书写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
时中央政府大礼堂”17个楷书大字和他
设计的地球仪图案。

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693名。旁听代
表1500名左右。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著
名的《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
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报告，总结了土地
革命和建设经验。

这次大会还确立了体现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政权标志的国徽、国旗、军旗。大会
审议和通过一系列决议，选举毛泽东等
175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
行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的召开，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得到
了很大发展，标志着中国红色政权的建设
更完善。

然而，由于连年战争及后来匆忙的战
略转移，关于这一盛会保留下的资料不
多，现在我们仅能从历经战火保存下来为
数不多的史料及一些当事人零星的回忆中
窥探这段历史。

这份藏品，为四开报，铅印宋体黑
字，现纸质泛黄，且有多处破损及虫蛀，
然字迹清晰，刊载内容仍有八九成可供阅
读。报头为横写美术大字“红色中华第
二次全苏大会特刊”及一个内含中国地
图的五角星；旁为报眉，自上而下分三
排书“第七期一九三四年二月三日定价
大洋三厘零售铜元一枚”；下书“庆祝二
苏大会胜利的成功！为完全实现大会的
每条决议而斗争！”醒目大字。本期报纸
共 4 个版面。第 1 版刊登 《伟大的闭幕
式》《大会闭幕词》，第2版通版刊登《第
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第3版
通版刊登《闭幕前夜的会议情形》，第4
版刊登《热烈的授旗典礼》《“踏着先烈
血迹前进”——红军烈士纪念塔揭幕典
礼》《大会收到慰劳品统计》《代表成分
调查表》《献给大会的礼物十二万双草鞋
完成而且超过了》《红军联合队连战皆
捷》《歌舞晚会上》。

《红色中华》报于1931年12月11日
在瑞金叶坪创刊，初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后改为中国共产党

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
府、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的联合机关报。该报
由红色中华报社出版，中央印刷厂承印，为
铅印四开报，每期至少出2版，一般出4-8
版，最多时达12版。创刊初期为周刊，从
第50期开始改为3日刊，第148期后又辟为
双日刊。辟有社论、要闻、专电、苏维埃建
设，中央苏区消息、党的生活、赤色战士
通讯、工农通讯、红色小辞典、工农民主
法庭、突击队等专栏。每逢重要节日，还
出增刊、特刊。至 1934 年 10 月红军长征
前，共出版发行了 240 期。为了使党和苏
维埃政府的方针政策、法令及决议能够及
时贯彻到苏区群众中，《红色中华》积极配
合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中心任务，几乎每期
都刊登有苏维埃政府的决议、命令和宣
言，对苏维埃政权建设及巩固做了大量宣
传工作。

特刊是针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而
特别出版的，共有7期，分别为1934年1月22
日出版的第1期、1月24日出版的第2期、1
月26日出版的第3期、1月28日出版的第4
期、1月31日出版的第5期、2月1日出版的
第6期和2月3日出版的第7期，从大会的开幕
式、开幕词、到会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政
府工作报告、红军捷报到闭幕式等，对大会进
行了全面、纪实、全景式的记录。

《红色中华》 报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
真实、全面地记载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
国代表大会这段神圣且庄严的历史，是当
代研究苏区历史特别是第二次全国苏维埃
代表大会历史最真实、详尽的原始资料，
对党史、苏区史及新闻出版史的研究都具
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红色中华》特刊的故事
钟同福

怀念李斛先生
——中国画改革创新的先驱与现代中国画的开启之作

徐庆平

四川的名山大川曾给予
古代无数诗人以灵感，近代
则尤其成为画家驰骋想象力
与创造力的舞台，李斛便是
绘画方面的一位天才与革新
健将。

日前，“第八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晋京展”在中国国
家画院明德楼举行开幕式。

据了解，4月20日至6月20日，“第八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
展览”入选作品已分门别类在山东美术馆、济南市美术馆、山
东画院美术馆展出，创下历届以来入展作品展览的最大规模。

在此次展览的基础上，“第八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晋
京展”从中遴选出优秀作品243件，特邀作品223件，在中国国
家画院美术馆和中国国家画院明德楼分别展出，此次展览展品
主题丰富、形式与语言多样，全面展现了全国画院专业美术家
的创作面貌与实力水平。

画院作为推动中国美术事业发展的主力军，在“出人才、
出作品”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突出作用。据中国国家画院党
委书记燕东升介绍，“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是由文化和旅游
部批准，由中国国家画院和地方省级文化主管部门联合举办的
一个具有品牌性、专业性、学术性的展览活动，每两年举办一
次，至今已举办了八届，在业内具有较好的品牌影响力，并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燕东升在致辞中表示：“此次精挑细选的作品，具有一定的
代表性和较高的艺术水准。它们主题丰富、形式多元、面貌多
样，既有对传统艺术的弘扬与创新，也有对当代艺术思维的探
索与表达。参展作者既有美术界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也有全
国优秀的中青年美术新秀。此次展览展现了新时代艺术家们的
新作为、新担当，通过他们的画笔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用心用情用力展示新时代的精神气象。同时，此次展览也
充分体现了中国国家画院公共教育的职能，以美育人，为首都
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文化服务。展望新时代，中国国家画院
将与地方各级画院一起携手同行，砥砺奋进，为国家、为民
族、为人民、为时代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

“第八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的山东承办方始终以高标
准、高规格为原则，创新高效地完成了各项展览筹备任务。山
东画院院长孔维克表示：“开展前夕，加强展览的展陈设计和宣
传推广等工作。开幕式结束后，随即对展览及作品进行全方位
深入报道，推动艺术能量的强势传播，不断提升展览的社会影
响力。此外，作为全国重要展事，以画院展为契机，能够很好
促进各省画院系统利用组织优势、人才优势，不断推出美术精
品、培养后备艺术人才，推动地域美术的良性发展。未来，各
省、市画院将以展览为重要契机，在策展机制、作品创作、学
术定位上不断创新工作模式、强化精品创作、提升学术品位，
持续推动中国画院事业的蓬勃发展。”

中国国家画院举办
“第八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

本报记者 付裕

泾伯卣

▲ 1972 年甘肃灵台白
草坡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在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路下村新厝社，有一间400多年历史的
三进土木结构小院，这是明万历年间名臣大理寺卿叶成章的故居。

叶成章 （1573-1641），字国文，号慕同，其因敏而好学、
不畏权贵、廉政奉公、官绩卓著而留名于青史。

1619 年，叶成章参加殿试进士及第，初仕任江苏长洲县
令。长洲县隶属苏州府，是江南富庶之地，当时权豪显贵等地方
势力影响和干预官府施政已成一时风气。叶成章到任后居，官处
世清廉自持，刚正不阿，改革陋政，节减开支，因此留下了“漫
不省事，人呼为叶水头，居官处世，以康廉严毅著称，既而判决
如流，钱谷利弊，洞若观火，革陋政，节官费，绝包揽，取其奸
之尤者重创之，狱讼清简”的记载，同科进士蔡献臣更是称赞其

“羡君柱下著清声”。此外，还有相关记载称其平易近人，礼贤下
士，勤政爱民，例如在催科税费方面，能够体察实情，公平有
法，民众莫不信服。

崇祯元年（1628年），因为清廉的名声，叶成章被提拔擢升
为都察院御史，任职期间，其就治国理政方略上奏多次，其中包
括“边防十策”。戊寅（1638）年，叶成章升任大理寺卿，执掌
刑狱案件审理、复核驳正等重责，因执法严明、断案严厉、铁面
无私、杜绝一切说情通融，因此得罪了权臣，被屡次参奏诬告，
最终被罢去官职，“削籍家居”。

两年之后，朝廷对罢免叶成章一案进行复议，并证明了其清
白，决定重新召回其担任要职，但遗憾的是，叶成章已于崇祯十
四年（1641）去世。

叶成章在民间口碑甚好，两袖清风，清贫度日，死后俭葬的
墓地极为简易。其一生敏而好学，著有《柱下奏疏》《宣云奏
疏》《宣云书钞》《檄文》等文稿文集，还留下不少警句名言，其
中最著名的是“吾智不能敏给，而持之以慎；才不能挥霍，而积
之以勤”，这也是他廉政奉公的为官准则。

如今的叶成章故居，已成为厦门市廉政及家教家风教育基地。

廉政奉公叶成章
本报记者 照宁

1972 年，甘肃灵台白
草坡出土泾伯卣，现藏于
中国国家博物馆。其器、
盖内有相同内容的铭文：

“泾伯作宝尊彝”，表明这
是泾伯所作之器。有专家
认为，泾伯一族可能是从
中原地区迁往甘肃一带的
殷商旧族。

卣是一种盛酒器，腹
部 多 呈 扁 圆 罐 状 ， 有 提
梁。这件西周时期的青铜
器的器身呈直筒形，提梁
两端有貘首，颈部中间也
有突起的小兽首。

齐白石像 纸本水墨设色 1963年

徐悲鸿题字小运动员 纸本水墨设色 1959年

嘉陵江纤夫 纸本水墨设色 194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