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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美術學院的版畫首次在北京展出，使人耳目一新，感到有異軍突起的蓬勃朝氣。老版畫家沒 

有停滯，不斷出新。中靑年版畫家處在敎學第一線，精力充沛，創作力旺盛，藝術風格逐漸成熟。靑 

年同學們勇於實踐、探索、進取，虎虎有生氣。

展出的二百五十多件作品，是版畫系師生們辛勤勞動的成果，是他們藝術心血的結晶。做爲一個 

觀衆，在有限的兩三個小時裏，瀏覽這許多作品，只能走馬看花。談起來，不過是一些粗淺的印象， 

很可能不得要領，南轅北轍。但是，有感而發，願與同志一起討論。

參觀四川美術學院的版畫展覽，使我感觸最深的有三黙。

第一，他們的創作沒有脫離版畫反映生活的傳統。我們常常說，要繼承和發揚新興版畫運動的革 

命傳統，這似乎是沒有人反對的。問題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繼承和發揚，卻是個新課題。今 

天我們經歷的是前人爲之奮鬥但未曾經歷過的生活。華山搶險，通訊衞星，高層建築，“三代同堂”， 

待業靑年……人民生活中許許多多新事物新氣象。和大量的一時難於解決的新問題，都是過去所沒 
有，以前的版畫創作不曾接觸漓的。面對生活的這種變化，版畫家們怎麼辦？每人都要作出自己的回 

答。

一些同志認爲，再提版畫反映生活，是老生常談，過了時的“老一套”。藝術作品是“安樂椅”， 

只要“表現美”就夠了。

另一些同志認爲，新興版畫必須堅持自己的傳統，反映人民生活，反映人民羣衆的思想感情。在 

表現美的同時，要求對羣衆有所敎益。

我讚成後一種意見。

在我們的版畫創作中，完全脫離生活的作品有之，但只是很少數。表現生活中的小角落小情趣的 

作品，則相當多。反映社會生活，具有强烈時代感的作品，卻顯得太少，與人民羣衆的需要相比，無 

論數量和質量都遠遠不夠。

這不是，或主要不是藝術技巧的問題。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我們的版畫從技巧來說，幷不都是 

很成熟，有些還是相當幼稚的。但是，那時候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社會面貌，表現了當 

時人民羣衆的生活和鬥爭，具有動人心魄的藝術感染力。幷且對於後人，對於我們沒有經歷過那個時 

代的人們，仍然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發揮着形象的歷史敎科書的作用。從那時的版畫中，我們可以感 

到作者的胸懷和思想境界是寬闊的，眼光向着社會，與人民大衆息息相通。

與過去相比，我們今天的版畫，藝術技巧提高了，但是缺乏反映生活的深度和震撼人心的力量。 

根本原因在於作者的胸懷、視野、思想境界不夠開闊。

我覺得，在如何反映新的時代新的生活這個課題面前，四川美術學院版畫系的師生們，用創作實 

踐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他們堅持反映人民生活的傳統，努力表現今天的社會風貌和人民生活，取得了 

可喜的成果。他們的作品具有時代氣息和四川的地方特色。

老版畫家江枚'寶刀不老，功力深厚，作品精細。謝梓文展出的幾件作品，不拘一格，每幅都有 

新的追求，使人感到他沒有老化，僵化，藝術生命依然年靑，充滿朝氣。水印套色木刻《山城春曉》， 

作者採取立幅構圖，描繪出沐浴在晨暉之中的山城，舊貌新顏交錯，塔吊在運轉，又一個新的建設 

工程在興起。一派春色，一片晨光，宛如一首動人的抒情詩，表現了社會主義建設日新月異，蓬勃向 

上的意境。

江碧波是一位善於思索，不斷創新，創作力旺盛的中年女版畫家。她擅長黑白木刻。《黃茅寨上 

花布多》，成功地塑造了一個淳樸、活潑的彝族姑娘形象。《山城組畫》是一部力作，廣闊的構圖， 

强烈的黑白，粗豪的刀法，造成非常鮮明的節奏。表現了英雄的山城今天的雄姿，像一個激昂的交响 

樂，具有奔放的氣勢。

靑年版畫家徐仲偶以表現農村生活見長。他的《歸途》刻劃一個身背靑草，日暮而歸的牧童，那 

氣質和神態，樸實憨厚，惹人喜愛。長卷《生生息息的土地》是一幅田園詩式的作品。我一般不贊成 

版畫作品幅面過大'這近乎一種成見。初看《生生息息的土地》也幷不在意，但是仔細看去，發現這 

件大幅木刻卻很有特色。作者以平遠的構圖，展開四川農村生活的寬廣畫面，人物，田野，村落，農 

舍，一切形象都極其樸素、自然，毫無虛飾與造作。這是我們世世代代生生息息的土地，我們的衣食 

父母！

工業題材在我們的版畫創作中-是個薄弱環節。代加林的銅版《葛洲壤組畫〉是一套可嘉的作品。 

它通過《洪流》、《開發》、《基礎》、《澆鑄》、《截流》、《瑞雪》等六幅壯觀圖景，表現了 

葛洲墻水利樞紐工程的宏大氣魄。

第二，四川美術學院的版畫，有意識地學習、借鑒民族民間藝術。版畫系的師生們努力自覺地從 

我國豐富的傳統藝術中，從羣衆喜愛的年畫、剪紙中，從羣衆業餘版畫創作中，吸取營養。這對版畫 

創作的民族化，具有重要的意義。

前不久在北京擧行的四川纂江農民版畫展覽，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一次，我們看到四川 

美術學院的版畫，在探索民族形式方面進行嚐試，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好作品很多。我特别喜歡顧雄 

的十幅木刻小品《山鄕日記》■恬淡、自然、鄕土氣息很濃，線刻很有味道。 （下接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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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放到很重要的地位上來了'因此他們並不都去硏究一件作品的 

社會意義如何'只要能從中得到一定的美的享受就滿足了 °我還 

遇到這樣的人'他並不只停留在單純的感覺之中’他指着一張純 

粹是線條的油畫對我說："我感到這些線條的起伏很有節奏’它 

像是一種旋律，和音樂一樣美。”我吃驚地問他是藝術家嗎？他 

說不是，只是一個公司的僱員。但這個普通的僱員却能從藝術的 

角度去分析一件作品。歐洲人民特别喜歡音樂’他們經常聽交響 

樂，欣賞音樂會'一般都有一定的藝術修養'能從不同藝術作品 

中去發現美的共同規律。
畫家哈利吿訴我說："抽象派就是線條和色督的構圖’它是 

一種高度的槪括。”我認爲這句話是有道理的'意思是說抽象派 

是一種形式的高度槪括，它反映一種單純的形式美°

有沒有形式美呢？有。形式美是客觀存在的。我們的商品爲 

甚麼要注意包裝與裝璜呢？就是追求形式美° 一個酒瓶採取不同 

形式的造型，有的好看，有的不好看 > 不就是形式美在起作用嗎？ 

西歐工業發達，資本家爲了互相競爭'爲自己的產品找出路’ 

除了不斷提高產品的質量外'在形式美上也經常花樣變新’以便 

吸引住更多的顧客'所以形式美受到普遍的重視°它被作爲一種 

科學來硏究。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 > 美術家就自然容易脫離具體 

事物的內容去單純追求一種形式感，借以表達作者的思想感情。 

我認爲這就是抽象派作品產生的社會基礎。在他們的社會制度下’ 

抽象派作爲一種藝術思潮，它的存在和發展是必然的°

但是，在抽象派的作品中'並不都是沒有內容的°我在巴黎 

參觀過海外畫家趙無極的工作室'還看到一些趙先生的抽象派作 

品。他的畫面沒有具體的客觀物象'都是不同形式的筆觸、色塊 

的渲桀、黙摸，近看雜亂無章-遠看則似乎把人引入了大自然的 

千變萬化的境界之中•有山有水1有景有物'或似雲煙繚繞；或 

似海浪的吼嘯；或是田園小景。其作品有特定環境下的深度空間 

,也有不同時間的具體色調'意境很深'十分耐看°趙先生是中 

國人，早年對中國畫有很高的造詣'他把中國畫’‘皴、擦、黙' 

染”的傳統技法運用於抽象繪畫之中'因此其作品具有强烈的東 

方藝術特色，在海外享有很高的聲譽。

在資本主義的自由化的世界裏'畫家可以隨心所慾地畫自己 

想畫的一切，但眞正有成就的人不是很多'也有不少抽象派的作 

品是亂七八槽的東西，不能給人任何美感。難怪不少外國人也說： 

“不進藝術學校同樣可以搞抽象派'因爲它沒有技巧。"

三、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藝術風格

我在巴黎認識了海外藝術家協會的負責人彭萬墀先生°他在 

巴黎是一位很有名望的畫家'我見到了他的一些作品°他的油畫 

和素描大多數都是以母子情'生老病死和諷刺人與人之間的假情 

假義的醜惡行爲爲題材的，不僅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而且在手 

法上也有獨創之處，他採取了以絲描爲主'以油彩略施明暗爲輔 

的方法，形體稍有些誇張'但結構十分嚴謹'細節處一根根毛髮 

（上接39頁）

—段時間以來，我們有些版畫作者，尤其是版畫專業的一些同學'熱衷於照搬西方現代藝術，迷戀於時髦的表現形式，對學習民 
族民間鸳有所忽視，很少考慮我國人民羣衆的欣賞要求和習慣。這不能責備他們'也不必大驚小怪。鬻豐学川蠶詈凭鷲

第;，四川美術學院版畫系重視創作實踐'從創作實踐中提高同學的創作水平°這次展覽中'有老版畫家梵鷺豐警豐 

年版畫家的作品，還有硏究生和本科從-年級到畢業班同學的作品。無論在課堂敎學中'還是在生活實習中’敎師們都非吊重視提咼 

學生破察、認識生活和表現生活的能力，注意愛護學生的藝術個性和才能。使他們能得以正常的發展和充分的表現。

（作者爲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系講師）

與經•絡明顯可見'但又不失整體之感。他的作品往往運用中國畫 

的大面積空白作背景的襯托 > 主體人物鮮明突出°因此他在西歐 

畫壇中特具風格，獨樹一幟，深得人們的好評。他的作品爲我們 

中華民族增添了光輝。

作爲一個海外的中國畫家'彭先生熱愛祖國J時時關心着祖 

國藝術的發展，並爲我國在藝術上的每一成就而高興。去年夏天’ 

他的全家邀我去參觀凡爾賽宮 > 參觀完畢’我們一塊兒坐在草地 

上，一邊吃着野餐'一邊又談起藝術的問題°他說他看了去年在 

巴黎展出的我國的作品，非常高興'尤其是靑年人的成就使他由,. 

衷地喜悅。他希望祖國的藝術家們能夠創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一- 

再度到巴黎展出，使世界人民能夠進一步了解中國的藝術°當我 

們談到提高藝術水平問題時，彭先生說：“我們不排除學習外國 

人的好東西，但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藝術風格’正像墨西哥畫派- 

一樣，他是墨西哥人獨有的面貌。中國藝術也要有中國獨有的面 

貌。”我認爲彭先生的話是對的。我們應該硏究和了解世界上的各 

種藝術流派，取其所長，豐富自己，但又決不是模仿與照搬°學 

習與硏究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爲了繁榮和發展我們民 

族的藝術。我曾在彭先生家裏看見過國際上按年度定期擧辦的世 

界美術展覽作品選集，流派之多實在驚人。抽象與具象都有'一 

年一個花樣，年年都在變化。如果我們老是跟在他們的後面去趕 

浪頭，那是盲目的和不應該的。
我在西歐作了這樣的比較：以現代的繪畫和古典繪畫相比’ 

更多的人喜歡古典的作品；以抽象和具象的相比 > 更多的人則喜 

歡具象的作品。在巴黎•以陳列十九世紀以前的古典作品爲主的 

盧弗爾宮，每天都有成千上萬來自世界各地的觀衆擁擠在作品面 

前欣賞和觀摩，可是在以陳列現代派作品爲主的博物館蓬皮杜中 

心，每天的觀衆卻是寥寥無數。從不少人家裏陳列的繪畫作品看’ 

也是具象和古典的多。

這種傾向反映了人們的喜愛。我在巴黎小皇宮博物館內見到 

一位美國友人羅斯唐先生1他對我說："我不喜歡摩登藝術（英 

語modern意爲現代的），什麼都是摩登，摩登繪畫、摩登建築、 

摩登舞蹈，甚至連空氣也是摩登的'眞叫人受不了”。

羅斯唐先生的話可能保守了一些；我這裏也不是要提倡藝術 

保守，我的意思是說，即使在西歐工業比較發達’人們的藝術修 

養比較高的社會條件下'普通人的欣賞水平也不是很快就跟上了 

現代藝術巨大的變化。
從我們的國情出發，我們的藝術需要發展'需要借鑑世界各 

流派的優勲，但我們不應拋棄我們現實主義的傳統風格’而且在 

目前的歷史條件下，我國需要有紀念碑式的創作；我國人民需要 

了解藝術、欣賞藝術；藝術也需要反映人民的思想感情和願望’ 

激發人民的健康情緖。我們的藝術只有反映了自己民族的感情’ 

並在自己傳統的基礎上去發展'我們的藝術生命才是無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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