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现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

历史美术中的重要题材。以遵义

会议为主题的绘画作品，通过艺

术家的出色创意，越来越呈现出

不可替代的魅力，这里介绍几件

重要的表现遵义会议题材的绘画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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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是 著 名 的 风 筝 产 地 之

一，哈氏风筝是北京风筝的重要

流派之一，被称作“风筝哈”，创始

于清末，历经四代传承，是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这件彩蝶风筝由“风筝哈”

第三代传承人哈魁明 1951 年复

制，其原型由哈氏第二代传人哈

长英创制，曾在万国博览会上获

得银奖。

此件作品属于软翅类风筝，

即翅膀上缘有竹条，下缘无竹条。

软翅风筝按翅膀层次又可派生出

单层、双层及多层软翅，主要扎制

飞禽、昆虫等仿真类造型，在写实

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夸张、变形，

并以“活眼”（又称转眼，即眼睛的

装置是活的，可以随风转动）装

饰，其翅膀下缘为软边，放飞时在

空中随风摇曳，更加适宜高空远

观之效果。

“风筝哈”的软翅风筝较之其

他风筝流派的最大不同之处是其

翅膀向上、向外翘起，膀尖骨架弯

曲部分弧度加大，这样的设计可以

加大风筝翅膀的受风面，使其在放

飞时不会因为风力过大而导致翅

膀下垂，增强了软翅风筝抵抗强风

的能力，从而提高放飞性能。

哈 氏 风 筝 另 一 特 点 是 色 彩

丰富，画工精致。这件作品采用

对称构图，蝴蝶翅膀由多层连续

图案组成，勾勒细腻，细节处运

用了哈氏风筝所特有的、也是最

具 代 表 性 的 绘 画 技 法“ 秃 笔 丝

毛”，即用修剪成秃笔状的笔尖

擦绘出鸟类羽毛或动物茸毛，使

之呈现出栩栩如生的写实效果。

哈氏风筝“彩蝶”
刘莹

无 锡 惠 山 泥 人 是 我 国 著 名

的 传 统 工 艺 美 术 品 类 之 一 。 惠

山 泥 人 大 约 自 明 代 晚 期 始 创 ，

清 乾 隆 年 间 ， 艺 人 王 春 林 捏 泥

孩 儿 五 盘 入 贡 ， 得 到 清 代 乾 隆

皇帝赞赏。

早 期 惠 山 泥 人 以 阿 福 、 蚕

猫 、 春 牛 等 粗 货 为 主 ， 清 代 中

期 在 昆 腔 等 地 方 戏 的 影 响 下 ，

逐渐产生了“手捏戏文”，也产

生 了 周 阿 生 、 丁 阿 金 等 一 批 技

艺 超 群 的 大 师 ， 把 惠 山 泥 塑 艺

术推向历史的高峰。

这 件 彩 塑 即 是 惠 山 手 捏 戏

文 艺 术 的 代 表 之 一 ， 表 现 的 是

“白蛇传·断桥”这一情节，青

蛇 因 许 仙 负 义 而 拔 剑 欲 杀 之 泄

恨 ， 白 蛇 却 顾 怜 夫 妻 之 情 极 力

阻 止 ， 而 许 仙 因 惊 恐 、 懊 悔 跌

坐 在 地 ， 戏 剧 矛 盾 冲 突 得 到 了

集中展现。

这 件 作 品 由 惠 山 泥 人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 中 国 工 艺 美 术 大 师 喻 湘 涟

和 王 南 仙 共 同 创 作 。 喻 湘 涟 和

王 南 仙 是 我 国 培 养 的 第 一 代 惠

山 女 性 民 间 艺 术 家 ， 喻 湘 涟 工

塑 ， 王 南 仙 擅 彩 ， 两 位 艺 术 家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联袂创

作 ， 至 今 已 有 近 半 个 世 纪 的 历

程 ， 共 同 为 传 承 发 展 惠 山 泥 人

艺术作出了突出贡献。

彩塑“白蛇传·断桥”
王伟

耸立在苍松翠柏之中的南宁革命烈

士 纪 念 碑 ， 始 建 于 1956 年 ， 碑 高 25

米，碑体南北两面铭刻着“革命烈士纪

念碑”7 个大字，东西两侧题刻着“革

命烈士永垂不朽”8 个大字。纪念碑基

座的南面刻有碑文，西、北、东三面镶

嵌三块汉白玉浮雕，分别展现了土地革

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

时期发生在广西的重大历史事件。

第一块浮雕：点燃火种

1929 年 10 月，邓小平、张云逸等

老一辈革命家将中国共产党所掌握的广

西警备第四大队、第五大队、教导总队

3 支武装部队，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且

群众基础较为深厚的左、右江地区，实

现革命武装在时间与空间的转移，为中

国共产党建立红七军、红八军和创建左右

江革命根据地，奠定坚实的政治、组织、

军事基础，拉开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的序

幕。从此，广西革命进入到新的历史发展

阶段。

第二块浮雕：抗日救亡

抗日战争时期，南宁多次遭受日军飞

机轰炸，南宁 （含邕宁、宾阳、上林、横

县、武鸣、隆安等 9 县） 人民生命与财产

遭受惨重损失，百姓流离失所、工厂倒

闭、商业萧条等损失，无法估量。日军的

暴行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在中共南宁地

方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南宁人民的反侵

略斗争从未间断。

1939年 11月，南宁战时工作团成立，在

桂南战区组织当地人民群众成立抗日自卫

武装、坚壁清野、慰军锄奸。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广西曾先后三次

组织过学生军。广西学生军的组建，是国共

两党联合抗日的产物。在学生军组建时，

100 多名中共党员，特别是学校的学生党

员 ，秘 密 参 加 第 二 、第 三 届 学 生 军 。在 这

4000 多名学生军中，有 90 多名地下共产党

员（占当时全省党员的 1/10），他们是响应

中共省工委的号召而参军的，同时也就带

着党指示的任务而参军。广西学生军对抗

日战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广西的革命

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块浮雕：解放广西

1949年 11月，解放广西战役打响。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6 个军、第二野

战军 3 个军由湖南、广东、贵州分 3 路向

广西进军，围歼逃到广西的白崇禧集团。

与此同时，南宁党组织发动工人、学

生护厂护校，全面开展统战策反工作，守

护南宁。

南宁警察局、护商大队、华中长官公

署直属工兵团、二二九师山炮连等部 2000

多人在其长官带领下投诚。工兵团封存准

备用于毁城的数 10吨炸药。警察局、护商

大队的武装在南宁党组织的指挥下，担负

起保护南宁、维持治安的任务，挫败敌特

准备破坏电信局、水电厂及其他重要设施

的阴谋。撤到南宁的银行经理也封存了全

部资金等待人民的接管。

1949 年 12 月 4 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三十九军一一六师三四七团开进南宁城

区，南宁解放。11 日解放凭祥，红旗插上镇

南关，宣告广西解放，历史翻开新篇章。

无数先烈的奋斗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

的幸福生活。正如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所

记：“八桂大地，山河壮美，世纪过往，

英雄辈出。为争国家之独立、民族之解

放、人民之幸福，广西各族烈士先贤，奋

斗牺牲、卓绝前行。”

（作者单位：中共南宁市委党史研

究室）

三块浮雕背后的革命故事
麦松强

走向胜利

彭彬创作的油画 《走向胜利》，作

品采用了情节性叙事，属于古典叙事的

典型。作品所表现的场景是会议结束之

后，朝阳映照下，毛泽东、周恩来和朱

德三位与会者依次走出会场的样子。他

们穿着整洁，面容也更显丰满与年轻。

特 别 值 得 注 意 的 地 方 是 画 中 的

毛泽东头戴红军的八角帽，手上还拿着

一顶草帽。不难发现，这顶草帽既不符合

事实也不符合常理，它不仅没有历史依

据同时也不具有实用意义，所以必然属

于一种象征物。那象征什么呢？答案不妨

从另一件作品开始寻找。

1960 年，画家李琦曾创作过一幅中

国画作品《毛主席走遍全国》。画面上的

毛泽东主席手中，就拿着一顶草帽。事实

上，“草帽”本身就有特定寓意。当其与领

导干部结合在一起时，便具了有密切联

系群众、深入群众的涵义。故而，草帽形

象在相关题材的美术作品中，往往也是

蕴含此类涵义的图像符号。在此，《走向

胜利》中毛泽东手中的草帽与《毛主席走

遍全国》中毛泽东手中拿着的草帽都具

有强烈的符号性，寓意一致。

沈尧伊在 2006 年创作油画《遵义会

议》。这件作品根据著名作家魏巍的小说

《地球的红飘带》来还原历史事件现场。

基于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体会，创作者

在将文字转化成图像的过程中进行了想

象发挥。比如表现会议召开时，本来摆得

很整齐的椅子被拉得松松散散，与会者

或站或坐，十分符合过惯战争生活和游

击生活的人的性格。

在这里，道具充分暗示了会议的气

氛和人物性格。据与会者回忆，遵义会议

始终洋溢着民主的气氛。而作品中那看

似随意的人物布局、表情、动作以及由此

形成的视觉关系，恰恰生动再现了当时

的氛围。

再看画面主体部分的窗外，明显表

现的是黑夜，但画面最右部分回廊尽头

的窗外，却又隐约可见一片明媚阳光。这

种看似矛盾的时间表达，恰恰是画家的匠

心所在：空间上，回廊位于会议室的转折

处，寓示遵义会议的“转折”意义；时间上，

回廊尽头的明媚阳光，说明中国共产党的

前途将从此走向光明。会议室内上方，还弥

漫着一团团的烟雾，画家却处理成一种正

在逐渐散去的视觉效果，以此“云开雾散”

的感觉与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相匹配。正

是以上这些细节，让我们看到这件作品图

像叙事的独特视角以及令人击节的创意。

遵义曙光

2016 年杨参军、井士剑、任志忠、周小

松主创油画《遵义曙光》。这件作品描绘会

议结束之后，与会代表们会后走到室外走

廊眺望远方的场景。

众所周知，“转折”是遵义会议的历史

性意义所在。而创作者正是对“转折”进行

了视觉呈现。在画面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

四个“转折”：一是会议结束即会议状态的

转折，二是昼夜交替即客观时间的转折，三

是凝重与轻松，即与会代表们状态的转折，

四是由室内到室外即空间状态的转折。

从这四个转折中，晦暗与光明、逼仄与

宽阔形成鲜明对比，加上画面人物站立远

眺，憧憬未来的情境引导，最终使创作意图

在此巧妙的图像叙事中得以呈现。作品的

细节也辅助了图像叙事的完整，比如画面

中有两种光源，一是会议室内透出的灯光，

另一个是清晨青紫色的天光，一左一右，一

冷一暖，不仅赋予画面色彩节奏的丰富变

化，而且灯光的微弱与天光的铺满对比也

暗喻着局促过往的结束与光明前途的到

来。再如画面的视角也成为叙事特色。虽然

画面基于写实手法来完成，但突破了传统

焦点透视的限制使视域扩至 180 度广角，

这样让室外走廊的空间看上去显得十分开

阔，特别是屋顶拱券的大圆弧形与会议室

门的小长方形在视觉上几乎并置，让室内

室外俨然有新旧两个世界的感觉。再者，屋

顶拱券、远山轮廓和室外房角的平行直线

之间构成的富于张力的穿插关系，同样在

叙 事 上 引 导 出 一 种 具 有 象 征 意 义 的 方

向感。

2003 年吴山明、何士扬、吴激扬合作

中国画《遵义之春》。它不同于以上介绍的

三件作品，而是属于现代叙事类型。之所以

这么说，是因为在这件作品中，笔墨语言走

到前台，成为图像叙事的主角。

表面上，《遵义之春》属于古典叙事类

型的范畴，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古典叙

事的元素一个不少。创作者选取与会者走

出会场的那一刻，20 位与会者站立在画面

中，背景则是那幢小楼的一部分。

但是，作品最令人难忘之处，乃是主

创吴山明所说的：“首先是笔墨和主题的

结合，笔墨和人物塑造如何结合。”画家

几乎完全采用宿墨。宿墨就是隔夜的墨。

其特点是色泽浓黑，且开始脱胶，画在宣

纸上水渍漫漶而笔痕犹存，水墨分离的效

果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种陈旧气息。正是凭

借宿墨所呈现的特殊视觉效果，画面中的

点、线、面的符号学意义开始凸显，造型

重心也随之从形貌转为结构，体面变为笔

墨。笔踪、墨迹、水痕相互渗化，既塑造

了形体，又表现了明暗，与环境也实现了

衔接。尽管整件作品以现实主义创作观念

和写实技法为主导，但笔墨仍然成为一种

具有高度独立性的叙事语言而存在。那些

宿墨线条带来的水晕，水印，水渍，水

痕，水洇所营造出视觉效果，仿佛经历了

风雨洗尘的岁月留痕。

《遵义之春》 表现的具体时间是初春

的清晨，本应是一个天色刚亮，寒意逼人

的场景，但这样的场景感受根本无法直接

通过画面被传递出来。于是，笔墨本身被

凸显了。在此，不仅图像叙事类型实现了

从古典向现代的转折，中国画这一独特的

传统艺术也通过与西方创作理念和创作技

法的融合而实现了审美意蕴的呈现。

综上可见，遵义会议题材的绘画作

品，其图像叙事需要建立在历史文献分

析、历史细节探究以及对环境、道具、氛

围捕捉等科学实证的基础上，并在这种尽

可能还原的历史真实基础上赋予画面象征

性结构，建构出更高层次的叙事性。在解

读这类作品时，亦需要在观念史、概念史

乃至社会文化史层面寻求分析策略，从而

对图像所蕴含的信息进行深度挖掘，才能

真正深刻、全面地了解作品，并从中体会

到民族审美和民族精神的高度、力度和

深度。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中国美

术馆藏品征集部主任，美术学博士后、艺术

学博士后）

转折的力量：

遵义会议题材绘画的图像叙事
朱 剑

湖北省博物馆藏战

国 时 期 鹿 角 立 鹤 由 鹤

身、鹤腿、鹿角、底板榫接

组成，其 1978 年出土于

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

这件鹿角立鹤铜器

鹤的头、颈与鹿角均错

金装饰，背脊与双翅周

边镶嵌绿松石（已佚），

吻部右侧有“曾侯乙作

持用终”七字铭文。出土

时位于主棺之东。

中国古代视鹤、鹿为

神鸟、瑞兽，此鹿角立鹤

为鹿、鹤合体，颇为珍贵。

鹿角立鹤

▲ 2003 年 吴山明、何士扬、吴激扬 中国画 《遵义之春》

▲ 浮雕一 ▲ 浮雕二 ▲ 浮雕三

白蛇传·断桥 喻湘涟、王南仙 彩塑 14×15.5×8cm 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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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国 鹿 角 立 鹤

1978 年 随 县 擂 鼓 墩 曾

侯乙墓出土 湖北省博

物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