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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央苏区革命历史题材绘画的研究
沈持平

（赣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江西赣州  341000）

自我国进入新中国后，艺术事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工作人员数量普遍增多。以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民主革命为创作背景的历史题材绘画艺术在我国的艺术殿堂初露锋芒。自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革命历史题材绘画已经

走过了 70 余年的光辉岁月，并铸成了诸多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以中央苏区革命为背景的历史题材绘画作品在艺术殿堂

熠熠生辉。本文就中央苏区革命历史题材绘画开展深入的研究。

中央苏区；历史题材绘画

为了强化国民的爱国热情，我国广大的艺术工作者纷纷以
革命题材为背景，创作出一系列广受好评的作品，其中以中苏
革命为创作背景的历史题材绘画得到了世人的赞许，并赢得了
无数好评。而在众多的历史题材绘画作品中，其中以油画居多，
广大的绘画家对历史知识进行充分的解读，并勾勒出一幅幅精
彩绝伦的绘画作品，而这一幅幅生动形象的绘画作品，为世人
全面的展现了中苏斗争的壮烈画面，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共鸣，
让人们仿佛身临其境，沉浸在绘画世界中，深切感受到中国人
民的顽强意志。

1、中央苏区革命历史题材绘画的创作内容

1.1  重要会议
1929 年 12 月，我国各党领袖在杭州召开了上杭古田会议，

此次会议的召开，对于我国党、民族建设的方向作出了明确的
指示，标志着我国红军的建设势在必得 [1]。以此次会议被背景
而创作的相关油画作品便由此诞生，该油画作品由我国著名油
画艺术家何孔德创作，并在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问世。该作品
为世人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会议场景，以廖家祠堂为背景，通过
作品中人物、光线与色调的完美结合，赋予了该作品以意境美。
整幅画作构造了一个轻松、诙谐的场景，所有参与会议的党员
分子与红军战士专注于毛主席的讲话，而毛主席一遍慷慨激昂
的讲话，一遍手叉腰，仿佛预示着红军革命的胜利曙光。

《苏维埃万岁》由著名画家莫朴创作于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
该画作描绘了 1931 年 11 月 7 日晚叶平在瑞金庆祝第一次全国
苏维埃代表大会胜利召开而举办的提灯晚会 [2]。画作中充满了
喜庆的氛围，无论是红旗、灯火，还是天安门城楼上的鲜花了
礼花，预示着我国革命胜利的美好夙愿。整个画面中涉及到的
人物众多，场景恢弘，为了突出画面中的和谐氛围，作者将该
幅画作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展现了不同的场景，上部分主要以
苏维埃人民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山人海的热闹场景，中间
以篝火为中心，并着重描绘了 苏维埃共和国的国旗，作者借助
该场景歌颂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最后一部分则描绘了一些具
有民族特色的赣南民宿，烘托了苏区建设的恢弘场景。

1.2  革命战斗事件
油画作品《反围剿的胜利》由我国著名的画家崔开玺、张

文源、郑洪流联合创作的，该作品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问世，
其描绘的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其一，红军反围剿胜利后凯旋
而归，其二，在画面的最前端有一个地主流露出绝望的表情，
也表现出对革命无望的感情。

《狱中斗争》这幅作品巧妙的利用了光线突出了狱中人们
的主体地位，而狱中其他的革命者深切的注视着革命领导者，
仔细的听着领导者的耐心讲解，这幅作品描绘了国民党在反对
斗争的年代对共产党的压迫和疯狂屠杀，而狱中革命者坚忍不
拔的斗争精神预示着革命胜利在望。

1.3  军民关系
油画作品《烧地契》由著名画家尹戎生创作于 1975 年，

该作品描绘了工农红军在跨过汀江后大力开展土地革命而焚烧
地契的盛举。在画面正中央的是革命首长，挥手高喊所有的人
民将地契纷纷投入火堆中焚烧，发泄了地主对广大人民群众的
压迫，渴望早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殷切盼望。从作品的构图
来解析，可以将其分为三部分，以篝火与散落在地面的地契为
首，篝火预示着革命这把“烈火”，而焚烧的地契则为地主阶
级对于人民的压迫，而中间部分则描绘了广大人民群众挥手高
喊、欢呼胜利的场景，终于从旧社会的统治中得以解救，而后
部分则为徽派建筑代表，该作品的层次分明、结构清晰，而画
面中飘扬的旗帜则预示着人民的解放。

与上述作品相比，这部《苏区干部好风光》则属于一幅现
代化的油画作品，由我国著名画家张德江于 2003 年创作而成
的一系列套画，该作品以苏区时期流传广泛的山歌《苏区干部
好风光》为创作背景，歌词的大致内容为“苏区干部好风光，
自带干粮去办公……同志夜走山路打灯笼”。该作品描绘了以
长冈乡领导为首的苏区干部为了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深入群
众内部，关心群众生活，解救群众生产、生活问题的内容。该
作品紧紧贴合了歌词意思，歌颂了以苏区干部为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不求百姓的一针一线。
在画面中重点描绘了一名苏区老干部特背着一袋干粮去问候广
大的人民群众，并将自己的手搭在老农民的肩膀上，表现出了
共产党对于人民群众的关心和问候。

1.4  工农长征
因为王明左倾的错误思想，导致我国广大革命者第五次反

围剿以失败告终 [3]。在那个粮食紧缺的年代为，广大革命者为
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做出了伟大的决定——工农长征。而以红
军工农长征为创作背景的油画作品也是不计其数，其中以《送
别》、《依依亲人泪，茫茫赣水长》等为代表的作品源远流长。

油画《送别》由靳尚谊创作于 1959 年，此时正值新中国
成立后的第十个年头，作者因为中国博物馆的兴建而创作，之
后，作者便踏上了“红色之旅”，创作出一部又一部的红色主
旋律油画作品。作品中，画家利用冷色调描绘了人民群众与工
农红军依依不舍的离别场景。作者以工农红军部队逐渐驶离现
场为背景，分别描绘了工农红军与苏区妇女、苏区工农群众及
苏区老干部等层层人物关系刻画的淋漓尽致。

1.5  革命英雄事迹
革命英雄事迹为苏区革命历史题材绘画的主要创作内容，

比如小学课文中经常提及到的《狼牙山五壮士》《李向阳》《黄
继光》等英雄人物。他们以自己的牺牲换取革命人的胜利 [4]。
我国为了纪念无数在革命工作中应勇就义的革命烈士，江西革
命烈士纪念堂特收录了广大英雄烈士的光荣事迹，并以此为背
景创作出更多的矿石名作。比如创作于上世纪中叶的国画作品

《宁死不屈——彭澎》。该幅画作以中央军事部部长彭澎为原型，
敌人为了抓捕彭澎，威胁人民群众，以死相逼，最后彭澎挺身
而出，采用一如既往的冷色调绘制了一幅国画作品，同时也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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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了革命者的内心，自此以后，我国各领域流派画家纷纷以此
作为参考依据创作绘画作品，表现自身对于革命者的崇高之情。

2、中央苏区革命历史题材绘画作品的特征分析

2.1  革命性
革命性是中央苏区革命历史题材绘画作品显而易见的特征

之一 [5]。因为创作时间段的特殊性，导致了苏区革命历史题材
绘画作品被赋予强烈的革命性特征。正是由于这一特征，从根
本上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强烈的革命意识与爱国之情，并促进
了革命时代的快速发展。因为人民群众长期受封建主义的压迫，
正如鲁迅先生提及到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因为中国有千千万万个革命工作者，推进了革命进程的发展，
也将广大的人民群众从封建主义者的手中解救出来。

2.2  针对性
纵观我国众多的中央苏区革命历史题材绘画作品不难看

出，作品中所描绘的斗争场面、庆祝场面，主要都是针对封
建帝国主义、官僚主义等恶霸势力。所以，大多数画家也均
以此为创作背景，大都为反帝国主义、反官僚思想为主题进
行绘画。而在广大革命工作者的动员下，人民群众清楚的意
识到反对封建思想对于封建思想与官僚主义的憎恨，并积极
参与到毛主席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来，团结各族力量，促进革
命工作的全局胜利。

2.3  生动性
现代社会物质的富足，带给人们满足感、优越感，而这也

致使人们无法深切体会到革命者的苦痛。而生活在新中国成立
初期的人们可就不那么幸运了，因为饱受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
不仅承受身体的剧痛，还要时刻承受精神上的折磨。而我国众
多的著名画家为了向现代人们传递中央苏区革命精神，将其呈
现在画纸上，生动形象的展现出一幅幅画面，让人们身临其境，
感受革命者的艰辛与革命胜利的欢乐，这也造就了广大中央苏
区革命历史题材绘画作品的生动性特征。无论是画家所应用的
色调、绘画内容及各种细微的处理细节，均赋予了作品重要的
内在价值。

比如每逢寒暑假及节假日等特殊时期，赣南地区也迎来了
一大批游客，在这些游客中，多为学生家长，而赣南地区为了
让这些新生代的“花朵”了解苏区革命事件，各大展览馆均设
有漫画档口，通过一幅幅生动形象的漫画形象，增强了苏区革
命历史的趣味性，同时也让广大的儿童及家长乐在其中 [6]。

2.4  群众性
群众是促进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而在苏区革命历史事件

中，因为广大群众的参与，从根本上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快速发
展。因此，苏区革命历史题材绘画吸引了广大群众的驻足观看。
因为当地群众对于这些历史事件并不陌生，而在广大绘画作品
的引导下，引发了其强烈的共鸣。为了强化该类绘画作品的宣
传力度，当地政府均已人民群众的接受能力与文化程度为依据
来设计苏区革命历史题材绘画作品的展览方式与设计形式。所
以，在众多的中央苏区革命历史题材绘画作品中，群众性是一
种重要的特征。

3、结论

综上所述，历史是推动时代发展的重要因素，因为无数革
命先烈的流血牺牲，换来了我们优越的生活，我们需要做到的
就是牢记历史，不忘初心，保持自己的爱国之心，反对一切分
裂祖国统一的言论与行为。本文首先从重要会议、革命战斗事
件、军民关系、工农长征与革命英雄事迹五个方面深入分析了
中央苏区革命历史题材绘画的创作内容，明确了我国广大画家
在创作中央苏区革命历史题材绘画时的创作背景及广大作家赋
予绘画作品的重要思想内涵，最后分析了中央苏区革命历史题
材绘画作品的特征，明确了中央苏区革命历史题材绘画作品具
有革命性、群众性、生动性与针对性四个重要的特征。

课题项目：江西省中国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研究中心。

课 题 名 称： 中央苏区革命历史题材绘画研究，课题编号

19YB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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