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探索

美術的發展，是和社會的變化和社會發展趨勢互相聯結的， 

是宏觀世界的組成部分。我們今天處在社會飛速變革的浪潮中， 

人們的生活結構和審美需求也在相應的變化着。在歷史的巨變面 

前，作爲一個當代美術家應該具有强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

要完成時代賦與我們的重任，必須要鍛練自身的素質，需要 

在人民生活中去沉潛與體驗。

藝術家從事藝術活動，總是以生活經驗作爲基礎。生活經驗 

是人生閱歷的積累和總和。黑格爾曾談到：“藝術家創作所依 

靠的是生活的富裕，而不是抽象的普泛觀念的富裕，在藝術裏不 

像在哲學里，創造的材料不是思想而是現實的外在形象。所以藝 

術家必須置身於這種材料裏，跟它建立親切的關係；他應該看得 

多,聽得多，而且記得多……。”我國傳統畫論中“萬物富於胸中”、 

“搜盡奇峯打草稿”……也就是談的生活體驗問題。優秀的 

藝術品-常常被譽爲生活的鏡子，它能夠眞實而深刻地反映社會 

生活，恩格斯談到巴爾扎克時說：“他在《人間喜劇〉裏給我們 

提供了一部'法國'社會，特别是巴黎上流社會的卓越的現實主義 

歷史”。藝術反映生活，也是符合唯物論的反映論觀黙的，這是 

我們把握創作道路和認識藝術現象的正確途徑和准則。

如果讓我們縮小巨大的歷史畫幅對現代美術發展的情況 

稍加撿視，自從被稱爲“現代繪畫之父”的塞尙畫了那些塊 

面的、律動的、結構的繪畫之後，在開拓繪畫表現多種形 

式和藝術風格上確是一個新的發展，而一批現代派繪畫在世界的 

畫壇上却出現了極端，它們標稱要邁向"純粹繪畫”的獨立自主的 

領域'要"對觀念藝術作無情的摧毁”,從而創造"表現直覺的， 

感官的藝術”，它們遠離了生活，隨意性和任意性使它們無須以 

生活形象爲依托。盡管卷帙浩繁的理論爲之張目，它仍然只是少 

數人手中的專利.而與人民的審美需要相去甚遠。

我國當代美術的發展也有-段曲折的歷程，這裏作個不太恰 

當的劃分：從《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後，古元、彥 

涵、羅工柳、王式廓等一批革命美術家遵循《講話》精神，深入 

到人民生活之中，創作了《開荒》、《播種》、《改造二流子》 

等一批充滿了淳樸的鄕土味和生活氣息的、爲羣衆喜聞樂見的作 

品 > 使國統區的一些處在迷惘、徘徊，痛苦中的藝術家看到了新 

的前景，也對我國革命現實主義美術的發展起到了奠基和催化作

代創刊詞

用，如果我們把這一時期劃稱爲我國當代革命現實主義美術能 

第一個歷程和里程碑的話，那麼，《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浮雕《張 

牙山五壯士》、《堅苦歲月》、《收租院》、《血衣》、《開國大典》等- 

批表現民主革命時期里程碑式的作品，它們爲我國當代美術在澤 

命現實主義道路上拓展出一段新的路面。標誌了藝術上漸臻成熟 

這一時期，我們把它稱作革命現實主義美術的"第二個歷程和畫 

時代的里程碑”。這其間其後經歷了"放衞星”的年代，美術創 

作成了說假話、說大話、說空話的形象注脚。脫離了革命現實寸 

義的軌迹，背悖了藝術自身的規律，勢必要陷入唯心主義的泥汩 

中。到了“高擧”的年代，假、大、空愈泛愈烈，再加上“紅、光 

亮”、"壬題先行”論，從“路線出發”論等等，棄絕了藝術必 

須來源於生活，而把主觀唯心主義的東西作爲創作的出發黙和依 

據，使美術創作落到了隨心所欲，僞造生活的絕路，這是對當代 

美術發展史的揶揄。當然“靑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實踐 

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啓開了人們的心扉，也給美術創作吹來 

了東風，《爲什麼》、《1968年X月X日雪》、《春》、《父親》、 

《春風已經甦醒》等大量作品，冲破了種種簷離，力求從虛假和 

粉飾、八股和宗敎迷狂式的創作方法中解脫出來，將整個心靈的 

感受在藝術上進行自覺而自然的表現，從人民的外貌到心靈，從 

生活、工作、勞動到習俗風尙，從思想情操到天倫之情都作了較 

爲深刻的反映，特别是對人民的勤勞、憨厚、淳樸的本質美和人 

生價値進行了審愼的發掘和深摯的描繪，顯而易見，那種流於空 

殼式的，只作表面豪言壯擧的人物少了，而血肉豐滿，意識覺醒 
了的“大寫的人”多了起來，具有人民性和羣衆性的革命览實 

主義的美術又一次復歸。這是標誌它跨進了又一個歷史階段。

通過當代美術的遞嫗-啓發我們提出一個可供思索的命題， 

那就是：美術創作離開了人民生活，就勢必要蹈入覆轍，只有與 

人民生活緊密同步，那才會使藝術的生命之樹常靑，作爲一個當 

代美術家的藝術生命，就在於日同人民之間的血肉聯系。忘記、忽 

視或是割斷這種聯系，藝術生命就會枯竭。人民需要藝術，藝術 

更離不開人民。自覺地從人民的生活中汲取素材、提煉主題、 

情節、語言、獲得詩情畫意，用人民創造歷史的奮發精神來哺育 

自己，這就是我國當代美術興旺發達的根本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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