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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工业题材绘画地域性流动研究
杜明哲

（沈阳师范大学，辽宁 沈阳 110034）

摘要：工业题材这个孕育于工业文明之下的精神产物，其艺术范畴广泛，以文学、绘画、电影、话剧等等艺术形式为载体，正不断

呈现出新的面貌。本文旨在梳理东北工业题材绘画发展至今，在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市场等角度因为地域性面貌变化进而产生的艺

术现象和美学问题，为避免老生常谈，尽量规避掉冗长的历史发展介绍。本文首先对工业题材绘画的形成背景做简要描述；其次，对东

北工业题材绘画的地域性特点做出说明；最后，对东北工业题材绘画的地域性流动做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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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题材绘画作为题材性绘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绘画题

材的选定上选择繁多，历史、农业、军事、教育、农村、大学生

等题材不胜枚举，那么在众多题材中能占据重要地位的工业题材，

必然有着他者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艺术创作以创造典型为主要

目标，无论是表现、写实、功能、波普等表达方式，包容广泛的

工业题材都能将之容纳其中。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交融，地域性艺术逐渐成为研究的

热点。东北地区作为中国的工业基地，其工业题材的绘画作品具

有独特的地域性和时代性。本文旨在探讨东北工业题材绘画的地

域性流动，分析其形成原因、表现形式及发展趋势。

一、东北工业题材绘画的形成背景

早在“一五”计划，国家将 24 个重点工业项目铺设在辽宁地

区伊始，就象征着这片大地和工业文化之间的血肉关系。东北地

区所拥有的丰富工业资源和历史背景，为工业题材绘画提供了独

特的创作土壤。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和民族工

业的发展，东北地区的创作者们开始关注工业题材，并且创作视

角下移，不再一味的追求表现“英雄”和“标兵”，而是通过绘

画的形式记录和呈现工业化进程中的工人群体生活和环境的种种

变化。当我们谈论工业题材的绘画，我们不仅是在欣赏艺术，更

是在探索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文明的印记。

在东北地区工业题材艺术创作早期，对这一阶段艺术创作评

价为“三突出”“高大全”“红光亮”。这些早已成为艺术史研

究范畴的词汇却映射着东北地区最广大人民群众和创作者对于工

业文化发展变化感触的代名词。艺术家的创作与对应时代产生的

问题和症结息息相关，随着时代的变化对工业产业的认识也在不

断地发生变化。由 20 世纪末工业转型开始，工人群体的状况相较

于之前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对工业现状的焦虑和对生活的共鸣反

应成为创作的主旋律，由此产生了由讴歌工人建设、工厂宏大场

景转向老旧钢厂等老工业题材的对象视角转向。20 世纪中期例如，

李剑晨的作品《钢都在沸腾》，是在面对当时社会结构和产业环

境才能出现的作品。而 21 世纪例如，向妤的作品《聚变·汽车时

代》体现的压抑气氛，则是立足于当时环境创作者给出的情绪答

卷。21 世纪，对于工业题材绘画创作的认识逐步走向多元，艺术

家采取的手段也日益丰富，表达的手段也逐步多样化。例如，崔

全顺的作品《记忆凝滞》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呈现某种工业场景，

而是借助想象将长久经验总结出的工业特征符号化，成为一种“似

于不似之间”的微妙。

这些作品之所以引人注目，首先在于它们强烈的时代气息。

它们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是那个时代人们生活、工作、情感的写

照。每一幅作品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故事，一个关于奋斗、梦想、

希望、失落的故事。它们可以是历史的见证，也可以是未来的启

示，甚至也可以是一群人一生的缩影。而创作者更是以高超的艺

术手法，赋予了这些作品更为丰富的内涵。他们通过独特的构图、

明暗的处理、色彩的运用等手法，将工业的壮美与优美完美结合，

展现出一个既有力量又不失细腻的世界。这样的作品，不仅能打

动人的视觉，更能打动人的心灵。

这也正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如何在保持艺

术性的同时，更好地反映时代、反映生活、反映人心。工业题材

绘画不仅是艺术的呈现，更是时代的见证。它们以其独特的视角

和手法，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别样的视觉世界。

二、东北工业题材绘画的地域性特点

（一）表现形式的多样性

随着党中央、国务院实施的一系列关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

战略的重大决策，辽宁工业产业结构也开始了新的转的。新型工

业模式的再发生，必然在同时激发工业题材创作的新动力。创作

者进行艺术创作的手段更加丰富，材料更加大胆。甚至再媒材选

择上，艺术语言多样化的特征也显露无疑。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我

们主要分为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为表现对象的形式多样性；其

二为表现语言的形式多样性。

因为广泛分布的资源型产业和重工业，东北地区工业呈现的

地域性特征也相对多样。往往艺术家在创作时采用的原型都是攫

取于不同产业中心，而这些工业产业往往有着自己的独有特色和

魅力，这也就造就了工业题材绘画表现对象形式的多元。首先，

不同地区的工业发展历程和特色各异，这为创作者提供了丰富的

创作素材。如东北地区的重工业、德国的机械制造业等，都是具

有地域特色的工业题材。其次，不同地区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

也会影响工业题材绘画的风格和表现形式。如，中国的工业题材

绘画可能会注重表现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奋斗精神，而德国的工业

题材绘画则可能更注重表现机械的美感和精密性。由于每个地区

的工业特色和文化背景都有所不同，因此艺术家在创作工业题材

绘画时应该充分考虑当地的特点和背景，以便更好地表现工业主

题并传达出深刻的地域性特色。此外，地域性还体现在艺术家对

于当地工业环境的感知和表达上。比如，对于钢铁城市，艺术家

可能会通过描绘工厂烟囱的浓烟、钢铁厂区的荒凉感等方式来表

现工业环境的特点；对于石油城市，则可能通过描绘油田的油井、

输油管道等方式来表现。

其次，绘画表现语言的形式多样性则是有关创作者运用具象、

抽象、现实、浪漫等多种表达方式，创作出丰富多彩的作品的方面。

在地域性较为明显的，并在国内乃至国际上具有较强影响的创作

者有很多。根据艺术市场的分类，这些艺术家往往也被分类为文

艺型、学院型、拍卖型、宣传型等。而这些创作者也在遵循着图

像转化原则，即使用的视觉语言符号和对应的时代有着深切相关，

优秀的作品也难以脱离时代印记。

（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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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的工业景观具有鲜明的特点，高耸的烟囱、繁忙的

工厂、庞大的机械等元素为艺术家提供了独特的创作素材。工业

题材绘画作品往往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能够直观地展现东北

工业的壮丽与辉煌。工业题材绘画主要分为静物画、人物画和风

景画三类，其中优秀作品不胜枚举，如刘震力的油画《钢铁乐章》，

李爱国、明胜国、王义胜的连环画《煤精尺》，广廷渤的油画《钢

水·汗水》，吴云华的油画《乌金滚滚》，杨野的水彩画《老工厂》，

赵晓佳的油画《寂寞大工厂》等等。这些作品或是表现工人面貌，

或是表现工业场景，都对观众的视觉产生强烈冲击，使观众在观

看作品时受到震撼。

在工业静物上，工业题材的创作对象与一般静物不同。它是

通过对单体工业造物的描刻，使观众认识工业造物的某方面特征

并产生情绪反应的创作角度。一般择取构造形式感丰富、可以让

观众一目即知的单体工业造物为主。或将单体物充塞画面，运用

夸大空间的方式；或将静物组合成具有形式意味的、能传达对工

业产业情思的联想组合；或是运用高重复的方式，使画面具有冲

击力。

创作者的人本主义思想是推动人物画创立的重要根基，而在

人物画表现中通过构图、色彩、人物形象，给观众强烈的冲击感。

这些都是进行人物画创作产生视觉冲击力必要的要求，但独特的

人物形象、工人面貌的喜怒哀乐、甚至置身工作环境的庞大机械

群与渺小个体的对比，这些却是工业题材绘画可以明确区分于其

他题材的重要保障。

创作者对于工业空间的关注，也在彰示这对于强烈空间感的

把握和营造，工业题材绘画不仅要表现工业设施、生产过程、工

人面貌，还要注重对工业环境的刻画，如工厂的建筑、自然环境、

人文景观等。这些庞大的景观往往会呈现非常规的视角，给观众

新的视觉感受，产生较深印象。然而，很多作品忽视了这一点，

导致作品缺乏完整性和真实感。

（三）情感表达的深沉性

工业题材绘画不仅是表现工业场景，更是艺术家情感的表达。

通过对工业元素的描绘，艺术家们传达出对工业文明的敬仰、对

家乡变迁的感慨、对环境保护的忧思等多种情感。这些情感深沉

而真挚，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现阶段的研究者对于工业题材绘画

的溯源方式多数从西方开始，立论于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发展产

生的附属精神产品。但艺术品作为精神生产的一部分，本就由物

质生产形式发展而延伸出的产物，所以工业题材绘画的溯源大可

不必为工业文明发展进程背书。艺术发源于人民的迫切需要，发

源于对于劳动方式、生活现状及内心情绪的迫切表达。按照荣格

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来说，甚至可以片面的将艺术家当作展现集体

无意识的工具。当然，这里并不是要抹杀创作者能动的创作反应，

而是对工业题材绘画产生共通感的前提进行解释。

对于工业题材绘画中情感的深沉性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其一，

是创作情感的源发性；其二，是创作情感的纯粹性。对于创作情

感的源发性可以简单理解为对于工业题材本身的理解和认识，只

有深入生活才能创作出生动的作品。对于创作情感的纯粹性，则

可以认为是创作者对于深入认识后是否是发自内心地产生了创作

冲动，还是因为周围创作环境而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工业题材绘画以现实主义风格为主轴，着墨于展现工业设施、

工人与生产场景等元素，以此勾勒出东北地区的工业风景和时代

特色。这类题材绘画毕竟是有着浓厚的人文色彩，很难完全脱离

生活，成为形式化产物。很多工业题材绘画只关注表面的景象，

缺乏对工业场景、人物和故事的深入挖掘，导致作品缺乏深度和

内涵。

三、东北工业题材绘画的地域性流动

（一）流动的表现

东北工业题材绘画的地域性流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艺术家们在创作过程中对地域特色的灵活运用；二是作品在展示

和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力在不同地域间的流动。这种流动不

仅体现在作品内容的传播上，更体现在艺术观念和审美趣味的传

播上。

（二）流动的动因分析

造成东北工业题材绘画地域性流动的主要动因有两点：一是

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二是艺术市场的需求。

社会环境上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对工业文明的认识也在不

断变化，认知的多元化也促使艺术家们从新的角度审视工业题材，

创作出符合时代需求的作品。同时，艺术市场的需求也促进了东

北工业题材绘画的传播和发展。

艺术家市场的压缩及活动地点和平台的不断高度集中，使得

很多在地画家需要走出创作源地，奔赴市场。而由此，东北工业

题材画家一部分东北籍画家走向其他艺术区域，一部分其他区域

画家奔赴东北基地进行创作。

（三）流动的影响与趋势

东北工业题材绘画的地域性流动对推动地区文化交流、拓展

艺术市场、提升东北地区的文化形象等方面都具有积极意义。未来，

随着国家对东北工业基地的振兴，东北工业题材绘画有望在国内

外艺术市场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成为展示东北地区独特魅力的

文化名片。当然，工业产业的影响并不单单是产业自身，由产业

辐射出的关联产业也会成为工业题材绘画新的选题范畴。进入 21

世纪后，党中央和国务院相继提出并实施“十五”至“十三五”

规划，整体发展处于高速迭代状态。21 世纪后先后完成了青藏铁

路、南水北调等四大工程，并于“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并逐步实

施“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振兴

装备制造业”“优化发展能源工业”等一系列举措。至“十三五”

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射电望远镜、“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等都

象征着中国的工业水平终于重归国际领先地位。这些幅员浩大、

高精尖技术云集的工程，离不开东北工业群贡献的力量。而由此，

东北工业力量再次向着全方位进行辐射，医疗、航天、天文、材

料等行业，均有赖于东北工业技术力量的鼎力支持。可见这些重

大工程必然会产生大量的附属精神产品及艺术作品，东北工业题

材绘画的道路被大大拓宽了，而东北工业题材绘画对象的选题也

会增多，标签化日弱，逐步由集中向分散进行流动。

四、结论

东北工业题材绘画不仅具有艺术价值，还蕴含着深刻的历史

与文化内涵。总的来说，东北工业题材绘画是一种内涵丰富、特

色鲜明的绘画作品。它不仅展现了东北地区的工业风貌，也呈现

了艺术家对工业题材的独特视角与艺术追求。通过对东北工业题

材绘画地域性流动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地域文化对艺术创作的

影响是深远的。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和弘扬地域文化的特色是

促进艺术创新和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对于艺术家而言，深入

挖掘地域资源，将个人创作与地域文化相结合，也是提升作品内

涵和价值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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