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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红色经典作品中李可染山水作品的艺术美 
刘津吟 

（南宁师范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  530000） 

摘要：作为时代的产物，一批批经典红色题材美术作品通过独特的艺术形式回顾百年风雨历程，红色经典美术作品作为一种弘
扬主旋律的独特艺术形式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的政治理想、爱国精神、价值观念等，体现民族精神和红色文化。本篇论文
着重以中国近代国画大师李可染的红色题材山水作品为主，探索李可染在中国画改造探索实践过程中，通过传统笔墨的气韵生动与
写生为手段的真实描绘，融合西方写实素描技法，用山水意象传达的爱国精神。通过赏析李可染创作的经典红色题材的山水画作品，
对我们创作红色题材中国画有着无可比拟的学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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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可染的‘红色’背景 
极具绘画天分的李可染早期勤奋研学传统中国画笔法和笔墨

的运用，为其中国画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他非常尊重传统，也

敢于大胆创新，他的古法用笔用墨与注重写生，师法自然相融合，

从而形成独树一帜的‘李家山水’风格。在红色时代背景下的李可

染，‘红色血液’在其的体内流淌着，也通过他的美术作品表现出

来。在民族危难之际，李可染以一个中国艺术家的勇气与良知，自

觉地用手中的画笔承担起用绘画抗战救亡的责任。在抗战时代，李

可染与周多、王式廓等多名艺术家共同创作的黄鹤楼大壁画中流溢

出对战争的悲愤。而李可染抗战系列宣传画作品《怒吼》、《是谁破

坏了你快乐的家园》、《纪念“九一八”，打回老家去！》等，皆是李

可染先生用画笔宣泄对战争的悲愤之情同时赞扬党和人民保卫祖

国的伟大业绩，为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抗战画下光辉的历史篇章，传

达着李可染浓烈的爱国精神，而这浓烈的爱国精神在新中国成立之

后，在李可染的红色经典山水画作品中更是深藏其中。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作为新中国文艺的重要指

导思想。为表现新中国从苏醒到崛起，从崛起到腾飞的历史画卷，

作为时代产物的红色时期历史绘画题材，以绘画这种独特的艺术形

式歌颂党和人民在艰苦奋斗中体现出来保家卫国和英勇无畏的爱

国精神。毛泽东指出，我们要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

地吸收有益的部分，进而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李可染

接受并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倡议，他在山水画作品探索和实践如何运

用中国画的水墨艺术语言表现红色革命题材。也正是在这样孜孜探

索中开启了中国画改造的篇章，创作出大量的红色经典山水画作

品，从而达到艺术家创作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境界。 

二、李可染的‘红色山水’的艺术美 
在红色时代背景下，山水画的前景不被看好，当时的山水画家

们面临着巨大的困境，李可染以为祖国山河立传的雄心勇敢的向前

大踏步发展中国画，以江山如此多娇歌颂祖国。1954 年开始，李可

染开启了外出写生之旅，他认为寻找和挖掘堵塞了六七百年的源泉

是中国画改造的首要任务，这个源泉就是“造化”。通过长期深入

的写生，以及对传统中国画笔墨的孜孜探索，李可染红色革命题材

的山水画之所以能成为经典作品就是基于他的“用最大功力打进

去，用最大勇气打出来”、“所要者魂，可贵者胆”的主张与实践。 

以李可染的《万山红遍》山水画作品为例，这幅画作是为庆祝

建国 15 周年而创作的。毛泽东诗词给予当时的中国画家无限的创

作空间，因而成为当时主要的表现题材之一，李可染此幅作品中将

毛泽东《沁园春 长沙》一诗中“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意境

通过笔墨表现出来，且在作品中大面积的使用朱砂着色，用积墨法

强化景物和空间的层叠关系，充分诠释了这一诗句中丰富而深邃的

内涵，如此刚毅壮美之笔和夺目耀眼的红色主调，强化了艺术表现

形式，成为新中国美术经典。在画面中大量使用红色这是在中国古

代山水画中所没有的，是李可染发展中国画的独创，也是其积墨山

水艺术创作的巅峰之作。画面十分写实，我们可以看到画中的每个

细节都被处理得非常细腻，这是画家身临其境，通过对景写实到对

景创作的飞跃，是通过深入写实才能够的已突破得境界。再观其落

款及盖章在画面的右上角，位置巧妙，书法凝重，流露着趣味，与

画面完美的融合起来，可以说十分讲究，画面右上角的落款与左上

角的留白形成了对比，凸显出山水的意境。整幅作品热烈的红色，

展现了积极向上、激昂的时代气息，弘扬民族精神。让每一位观画

的人民在感叹画作带来的视觉冲击时，通过这幅作品欣赏祖国大好

河山的同时牢记党和国家的光荣历史。 

 
李可染《万山红遍》 

革命的神圣之地，是“红色山水”另一类重要题材，如石涛所

说“笔墨当随”，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着不同的创作题材和风格。

在当时红色历史背景下的艺术家，他们以绘画为工具，宣传歌颂党

的革命历史、政治生活以及广大人民的美好生活。在创作 1974 年

的《韶山 革命圣地毛主席旧居》这幅巨作之前，李可染画了很多

韶山写生稿和画了两幅《韶山》，这些画稿与画作在构图上基本保

持一致。74 年版《韶山》采用鸟瞰平视，远景近写的满幅构图方式。

细细品味其画作，可以看到李可染先生以干练的笔法，以及在施色、

意匠经营等方面较之前的两幅韶山作品更为精练成熟。在其描绘韶

山冲的景象中，李可染先生没有直接使用当时历史背景下常采用的

“红太阳”为符号，而是用晨光和朝雾尚未完全散尽的远山营造画

面朝曦气氛。画面中几间白墙屋舍被近景的松林环抱着，浮着碧绿

的荷叶的清池，远处连绵的群山的刻画让画面有鲜明的层次感，而

略带逆光的光线处理使旧居的被衬托得醒目。这件作品中的人物有

140 余人之多，而且皆使用工笔画法，可见李可染先生对于塑造画

面细节的重视程度，及践行其 “千难一易”的主张也在这些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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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从可染先生在这幅巨作中对光的细腻处理，营

造整个画面微微逆光之感，表现自然界的光色之美，这也是在古代

中国画中所看不到的，是李可染山水作品融合了西洋画的表现技法

于其中，增强了中国山水画的时代感。李可染的山水画深厚而凝重，

以鲜明的时代精神和独特个人艺术思想促进了传统中国绘画的变

革与升华，冲破传统艺术的藩篱，展开了中国美术史上划时代的新

篇章。 

 

 
李可染《韶山 革命圣地毛主席旧居》 

三、结语 
我们在了解艺术巨匠李可染的生平事迹以及赏析其作品，能深

刻体会到优秀的红色经典美术作品，应有鲜明的主题主题、思想深

刻、典型的题材、形式可新颖、表现力要强，且精神内涵丰富，才

能让观画之人产生共鸣，并使其发挥史诗般鼓舞人心的力量之作

用。红色美术经典作品需以美为体，以党史为魂。我们今后在创作

红色题材的中国画时，一方面需加强对红色经典美术作品的研究，

深入学习党史。另一方面在创作时精心组织，不务空名地专研，在

继承中发展中国画，为打造新时代的红色经典美术作品做铺垫。最

后我们还应不断深入对其进行研究、创作、展览和传播，让新一代

的’红色‘作品能够让人民牢记党和国家的光荣历史，弘扬民族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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