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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杰出代表 1

西北地区的美术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在 40-60 年代是它的黄金时期，也是该地区绘画地域性

特征标志的成熟阶段，其代表性的画家有赵望云、石鲁，

他们在创作上融贯东西，探索新的艺术语言和风格，在

60 年代的全国巡展中表现突出，得到了美术界及社会各

界的鼓励和肯定，长安画派由此得名并比认可，它是一

个标杆，在中国画改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赵望云、

石鲁、何海霞，方济众、李梓盛等画家群体和来至陕甘

宁边区的画家是当时的主要成员。这是一种群体性的艺

术集合现象，这群艺术家活跃在陕西，将个人艺术追求

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融合在一起，这不仅是老区延安精

神的体现，也是民族文化和传统美学价值的体现，更是

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画派的创作题材超越地域特色，

主要反映中国人民在新时期、新生活、新环境下形成的

新面貌，成为近代国画在地域改革创新成就上的最高典

范，其表现手法创作了中国画的新高度、新境界和新形

式。

长安画派大致经历了萌芽阶段、探索阶段和成熟阶

段。上世纪 40 至 50 年代是第一个阶段，代表性的画家有

赵望云、石鲁等人，他们本着绘画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积极宣传时代主题；50 至 60 代是第二个阶段，本着为社

会主义建设加油鼓劲地目的，初步形成绘画风格与面貌；

60 至 70 年代是第三个阶段，画派在革新、文化引领和思

想宣传等方面作用重大，同时也走向了个性和多元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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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面貌，其内在价值表现在对现实的敏感、革命的感悟、

文化及现状的思考，对传统的国画从精神、学理和形式

上做出革新和探索实践，用更加新颖的“绘画方式”展

示中国精神。

思想和风格

长安画派是一个有地域特征的群体，它的出现是一

种社会现象，其艺术核心内涵是包容、合作、探索和创

新，具有与时俱进的精神，在探索中变化、丰富、充实

和改进，最终呈现出比较多元和个性的风格特征，其风

格面貌呈现出大气、浑厚、质朴、沧桑和深沉之美，将

西北地区的艺术风貌表现的淋漓尽致。画派坚持社会实

践、侧重生活、重视现实与现代题材的描绘，作品力求

表现时代风格和地域特色，注重表现手法、审美趣味，

画派吸收了民间美术技法和古代绘画的笔墨趣味，形成

特色有民族文化精神。

画派“以北方地区的自然、风土人情和整体面貌为

载体，将时代特征、革命主义价值和美学思想中的阳刚

之美结合在一起”，运用传统笔墨的形式进行创新与尝

试，将西北荒凉峻拔的自然景观转换为一种视觉美学上

的崇高与磅礴大器，表达了一种黄土高原的文化积淀与

当代情怀成为新时代中国画的代表。[1]

在国画创作中，继承和创新永远都是时代的命运和

主题。长安画派主要从“学习和了解传统和规律”的角

度出发，创作中不断探索传统绘画的精神内核，关注社

会和时代主题，充分运用传统笔墨表现心中的艺术和思

考，形成了有一定研究性和探索性的艺术创作形式和方

法。这是对传统的尊重也是对民族特色和文化的尊重，

创作内容和手法达到了艺术服务于人民的目的和标准。

上世纪中后期石鲁在总结传统文化精神的基础上，结合

论长安画派的艺术精神及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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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安画派的画家创作中始终践行着艺术与国家意识有机融合的创作革新之路，上世纪中期，画派画家在马

克思文艺理论的指导下，以人民为创作中心，坚持探索国家与民族、政治与文化、内容与形式的整合与统一，为西

北地区美术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文对长安画派的诞生、成长、艺术理念和画派风格、艺术高度、历史成就和

贡献等方面做了基本的研究和梳理，希望学者通过阅读，能对长安画派的研究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补充，以及在新的

时代文化艺术大环境下，对于美术实践创作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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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画表现形式的思考和感悟，借鉴其他画家的作画经

验，首次开创性的提出了艺术创作要两手抓，两手硬的

主张既“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这也从认识论

的层面阐明了看待传统和展示时代这个核心问题，使画

派创作具有了深刻的民族文化根基，也成为该画派绘画

思想上一个重要特色和观点。画派认为任何形式的创作

都不是凭空得来的，离开生活、离开传统是不行的；其

所强调的“传统”，并非拘泥于对某个程式的接受和模

仿，而是深入研究传统的普遍规律，在创作中将革命现

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表现方法与“继古开今，

创作批判”的精神结合起来，对传统进行辩证的研究和

分析，以“批判的态度去继承和发扬”，创造出“具有与

新的时代生活内容相适应的新的民族形式”。[2] 画派的创

作思想是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也得到了普

遍的印证。这不但被西北地区的画家所推崇，而且对中

国美术理论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 50 年代后期开始

至 60 年代中期，画派的画家脚踏实地，一方面用分析、

扬弃的态度钻研古代画论、临摹古代作品，吸收传统笔

墨技艺和方法；另外他们将所学所得通过实践深入生活，

在现实中运用和实践，通过写生、观摩教学、举办讲座、

开展研讨等方法，在生活中寻找有新时代特征的事物，

用新的方法创作，使作品在生活、感情、理想、现实的

追求中反映时代心声，这即是团体共性特征的结合也是

个性特征的结合，创作具备了一定的风格特征。

画派的绘画思想有一定的超前性，这种特性体现

在对于形神关系的认识上，这种先进性也是随着时代的

发展而不断的演进和更新。画派中石鲁将“以形写神”、

“写实”、“形的准确”作为第一性的追求一直到 1953 年，

此后他果断回归到传统的“以神写形”和“形神兼备”

的意识上来，其“以神写形”的内涵有三个方面：一是

“意当随物理”，“自然之形为本，艺术之形为变”，创作

要以客观为基础，以主观为依托；二是“我神和他神”，

即是画有我神和他神之分，合二为一为全神；三是“以

神造型和以形求神”，前者可变形，后者可显神。这一时

期艺术家在“对准传统，深入生活”的创作指引下，“一

步一个脚印”，“有意识、有计划、有步骤、有措施”描

绘着当地的人民和生活，着重反映人民生活面貌，作品

风格多样、雅俗共赏，塑造了一种新的风格，引领了中

国画的发展。在 60 至 70 年代间，画派的思想和创作开始

走向多元发散和个性思想的回归状态。这一阶段画派提

出了“思想是笔墨的灵魂”这一创作主张，提出作品有

笔墨则活，无笔墨则死的观点，画之无我，则徒作笔墨

之奴隶等思想，这种艺术见解别开生面是对传统艺术观

念的突破，也继承了“笔墨”的理论精粹，这是对传统

观念的贡献，也将其提升到一定的高度和深度。

长安画派的成就和内在价值

画派的发展历程是坎坷的，其形成的过程经历了岁

月的磨练和历史的选择，成功的将绘画中的革命题材、

民族精神和传统特征有机结合，创造了新的“国画”表

现形式，成为享誉全国画坛的画派之一。长安画派的影

响深远，它与时俱进、历经沉浮、臻于完善、走向辉煌，

自始至今影响不减。画派具有一定的超现实的价值和意

义，画派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宝

藏和财富，它的得失与否都将引发人们不断的思考；该

画派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指导价值，在作内容的层面上

反映了时代、民族和人民，在文艺实践中创造了新的理

论和方法，在地域文化和探索表现国画新形式、新个性

的研究方面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中国的美术发展需要文艺基本理论的关怀和指导，

在此影响下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延安模式、

苏联模式和社会主义发展时期，其各个时期都把国家和

民族、政治与文化、内容和形式进行整合、统一，文艺

宗旨始终把艺术创作与国家意识有机的融合在一起，长

安画派的产生和发展始终围绕国家的方针、政策，反映

时代、反映生活，把生活、斗争、思想、感情、借鉴、

吸收、内容和形式等等绘画课题富有创造性地表现出来，

呈现出了具备新的国画形式、理想、情感和内容相结合

的风格特征。30 至 40 年代初，赵望云等艺术家崇尚“农

村写生”、“抗战写生”、“西北写生”，他们“走出象牙

塔”、“走向街头”追求真谛，多次到访建设工地，和人

民生活在一起，始终保持和时代同步。表现方法上，石

鲁指出：“不要只从美出发，要从真出发；从灵魂的真实

出发，诚实地表现生活”。[3]

石鲁早期经历过战争和革命，注重对革命题材的

挖掘和描绘，在他的作品中呈现出对黄土高原、延安精

神、领袖、战争人物等题材的理解要比其他人更丰富和

深刻，这是一种比较明显的现象，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得

比较深刻，作品《转战陕北》、《东方欲晓》、《南泥湾途

中》、《宝塔葵花》等就是最好的说明，具有一定的典型

性，作品手法新意塑造完美，在题材方面开拓了新的领

域，用形象表现的手法去反映生活、反映时代特点和精

神。

在艺术实践中，有关绘画的文化内涵与艺术语言方

面，画派画家改造了评判的标准，丢弃了以往的以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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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原理和准则改造国画实践的做法，在创作中大胆的

尝试和突破，重视从题材到技法的蜕变，注重创作民族

化研究，吸收了民间美术的表现方法和古代绘画的笔墨

技巧和趣味，作品特色明显，有一定的民族文化符号。

在理论层面上，画派的画家们对形式问题进行了讨论，

认为民族性终将要和世界性联系起来，并且是相互依存

的关系。在看待传统时，强调既重视民间文化也要重视

古典艺术，要从中吸取精华，认为绘画要多种多样且能

反映生活，艺术创造和艺术个性要能得到同样的重视和

发挥，作品要突出一定的民族表现形式。

创作题材的探索和艺术地位

黄土高原地区创作题材的探索和研究，对于长安画

派来说是一种本我的艺术追求，也是一种个体生命的艺

术实践。西北地区地形复杂、人文风俗和特殊的环境特

征对于艺术探索和研究提供了天然的环境和条件，艺术

家本身对于自我的思考和对题材的深刻认识和合理把握，

是造就长安画派艺术面貌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画

派画家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文艺思想的指引

下，表现新题材、新内容，在这些题材中概括、提炼出

新的表现方法，以及相适应的绘画形式，表现出了西北

地区的面貌特征，也表现出了黄土高原的辽阔、苍茫、

简朴和厚重的感受，使画面呈现出一种辉煌、雄伟、崇

高的境界，并带有特定的“历史的符号”，代表性的画家

有赵望云、黄胃、方济众、徐庶之、石鲁等艺术家，他

们是西北地区国画队伍崛起的先导，对于画派的成立发

挥了主导作用，其功绩不可磨灭，他们的成就充分证明

了这一绘画流派的形成，在绘画的历史长河中开拓出了

一个崭新的领域。

长安画派长期致力于研究和探索艺术与传统美学、

革命现实与生活的关系，明确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

手伸向生活”的主张，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辩证思考下，在创作中提倡了“真、善、美”的

实践标准；石鲁所提倡的“以神造型”、“以神变形”论

是画论中形神关系的延伸，是‘以意造型’艺术理论与

辩证唯物主义结合的方法和成果。长安画派注重自我绘

画风格的追求和国画笔墨的转换，在实践中提出“思想

为笔墨之灵魂”、“画有笔墨则活、“画无笔墨则死”的用

笔法规；另外长安画派的作品中比较明显的看出其具有

一定的立异和创新性，他们不满足于表现老套陈旧的写

生和模仿；而是追求艺术自由，探索自我，挖掘艺术的

本质。上世纪后期，社会的发展和画家本人的阅历，使

他们的创作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艺术作品普遍回归到自

我本性的调整，作品本真性更加突出，他们把笔墨和创

作图式更大程度的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艺术理论还是

艺术实践，他们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

长安画派立足中国西部，在我国美术史上是成功的

绘画典范之一，在绘画的表现内容中它独特的把西北地

域特点与中华民族传统特色相结合，开创了新的绘画风

格，作品独创性明显。感官长安画派的作品，其具有厚

重、雄伟、朴实的特点；它立足于中国西北地区，以该

地区自然、风情、人物为创作题材，艺术实践中将某种

抒情浪漫主义的内在价值观念和奔放宏伟的美学思想相

融合，并对传统笔墨的绘画方式展开了相应的尝试与变

革，将现实生活与艺术创作、西北地区风景与文化地域

结合，把它们转换为纯粹的艺术，表现了一定的高尚与

雄壮，他们的作品表达的是一种文化积淀与当代情怀；

他们的成就也为雕塑、油画、水彩、版画等这些不同门

类的艺术创作和探索提供了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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