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国大典》开启
“油画中国风”的艺术
实践和理论探讨

1959 年，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10 周年而创作的美术作品
中，出现了叶浅予的《北平解放》，该画
作为对新中国成立的历史回顾， 记录
了北京解放的历史盛况。 叶浅予结合
了当时流行的新年画的风格， 表现了
人民欢腾的正大气象。而此前，董希文
于 1953 年创作的《开国大典》以现实
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 表现
了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主席宣
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瞬间。

董希文利用西洋画在色彩表现上的优
点， 又吸收了中国民间年画在色彩表
现上的特点和表现方法，在构图、透视
和光影的处理上， 取其所需， 不拘一
格，艺术效果别开生面。

《开国大典》所反映的新中国美术
创作的各种新变化， 不仅表现在对传
统艺术的改造方面， 同时也表现在对
西洋画的融合和吸收方面。 作为新中
国美术经典，《开国大典》 是延安传统
在新中国以新的方式转型的起步，这
其中既包含了延安文艺精神的发展，

又是新中国文艺的新创造。 它以油画
领域中更为专业的精神面对时代所
需，开启了“油画中国风”的理论探讨
和艺术实践。 《开国大典》整体构图上
吸收了民间年画和唐宋壁画的审美要
素， 又融合了汉代殿堂壁画中的宏大
气象，把“成教化、助人伦”的传统推向
了时代的新高度， 这就是艺术表现中
不同一般的国家叙事。 其色调既不是
前苏联潮流风格中的灰色调， 也不是
欧洲古典主义时期的酱油色调； 既没
有伦勃朗绘画中西方经典的光影关
系，也不像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中的
人物关系。 它有着中国民间年画的色
彩审美，画作所表达的皆大欢喜，既为
百姓所喜闻乐见， 也与时代情绪相契
合。 尤其是当时作为博物馆中用于配
合文物再现特定历史的辅助展品，它
又不同于一般的创作， 也不同于出现

在国家殿堂中的装饰。 它不仅有一般
创作所具备的独立的审美意义， 又有
辅助展出所必须的公共性要求。因此，

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和文化联
系中，《开国大典》 的时代精神就表现
出了新中国的时代风采， 还影响了新
中国油画发展的时代走向。由《开国大
典》所擎立的油画民族化的大旗，至今
都引领着艺术发展的方向， 或许这正
是经典的意义所在。

“开国大典” 作为新中国的重大
题材， 自董希文之后， 不断有画家涉
猎。 1983年 ， 北京画院画家马泉创
作了中国画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

依然是表现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
的情景， 却是首次用中国画的方式来
表现董希文画面中曾经出现的那一组
开国领袖的形象 。 1999年 ， 段江华
创作的油画 《东方红·1949》 入选了
第九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并获优秀作品
奖， 这是以另外的视角表现了那一年
10月1日的盛景 。 2009年 ， 在国家
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 唐勇
力历时三年创作的工笔重彩画 《新中
国诞生 》， 以宏大的气势首次再现了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 副主席、

委员共63人在开国大典上的形象 。

2012年， 唐勇力又应中国国家博物馆
之邀为中央大厅的展陈进行了专题创
作， 这是在2009年版本基础上的再创
作， 高4.8米、 宽17米的画面是迄今
为止最大的一幅中国画作品。 该画于
2015年11月26日正式亮相于国博中
央大厅。 这种艺术构想冲破了纪实影
像中的限定， 表现出了美术创作的特

点和优势。 唐勇力融合了西画的素描
写实造型的手法， 在厚实的素描造型
的基础上， 表现了他们不同的身份背
景以及与新中国成立之间的关系， 画
中人物个个满怀着胜利的喜悦和对新
中国的憧憬。

与 “开国大典 ” 相关的主题创
作， 除了直接表现 1949 年 10 月 1

日的盛况之外， 还有与这一历史相关
的许多创作， 都关联到 “开国” “建
国” 的内容。 其中黄均创作于 1951

年的年画 《庆祝国庆》 是这一内容中
出现较早的作品。 1961 年， 陈菊仙
创作的年画 《祖国颂》 则反映了这一
题材的发展。

新中国国画由
写生到表现新生活

新中国美术创作的初步成就表现
在 1955 年的第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览上，当关山月的《新开发的公路》、李
斛的 《工地探望 》、石鲁的 《古长城内
外》、张雪父的《化水灾为水利》、岑学
恭的《木筏》等作品出现时，这批与建
设主题相关的作品表明了艺术家们在
改造旧国画过程中所出现的由写生到
表现新生活的变化，标志了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以来具体的创作成果。 其中
传统的国画再也不是文人雅士脱离尘
世的孤芳自赏， 这种表现时代风貌的
作品也为“新国画”在新社会获得了重
要的地位。 这一时期国家建设项目中

的水电站、盘山公路、

穿山铁路等大多在崇
山峻岭之中展开 ，人
们战天斗地投身建设
的热情为山水画的发
展创造了重要的机
缘。关山月的《新开发
的公路》 在群山中依
然透露出岭南派山水
的笔法，但是，画面中
的公路、汽车、电线杆
都是过去山水画中没
有出现过的图像 ，它
们在画面中所占的不
太大的比重并不影响
作品和传统山水画的
联系。 尽管这些作品
在画面结构上有很大
的差异， 却都以同样
的方式表现了具有时代特点的建设主
题，并昭示了“新山水画”在时代的感
召下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 画家深入建
设工地写生， 亲眼目睹了现实山水中
建设工地的热火朝天的景象。 被现实
生活所感染而受到的启发以及在这种
启发下所产生的创作冲动， 催生了一
个普遍描绘建设的山水（风景）画的潮
流———“新山水画”， 并成为中国画的
改造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标志。 这
些以山水或风光为主体的作品同属于
建设主题， 其中的建设者类如传统山
水画中的点景人物，他们作为这些建设
场景中的建设者，有时候只占据整个画
面中很小的位置，却是点睛之笔，不仅
点明了人在建设中的作用， 而且也点
明了作品的主题， 如 《为祖国寻找资
源》中的地质队员等。 另外，当时还有
一些山水画虽然不是直接表现建设主
题，但是，画面用点缀的方法，巧妙地
表现出建设的成就和时代的新貌，

如傅抱石的《雨花台》《玄武湖》，都
在远景中画出一片工厂厂房、高
炉、烟囱。潘天寿在这一时期的作
品中 ，也添加了电线杆 、瞭望塔
等形象。 这些形象尽管在画面中
所处的位置不大， 却起到了点石
成金的作用， 使山水画的时代面
貌在其中得到了反映。

李可染 《万山红遍》
中国画

1960 年代

1962 年至 1964 年， 李可染用故宫内府的红色

朱砂画了多幅《万山红遍》，朱砂和墨色交相辉映出

一派金秋景色。所画景致似比实景描写意境更高、更

富感染力，可以理解为艺术家澎湃激情的倾泻。

程十发
《歌唱祖国的春天》

中国画
1957 年

这幅作品以饱满的构图、明朗的

色调定格男女老少欢聚一堂的其乐

融融。人物的造型体现了艺术家扎实

的素描功底，而背景的表现则尽显艺

术家传统国画的笔墨修养。

吴作人 《黄河三门峡·中流砥柱》 （局部）

油画
1955-1956 年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

新中国水利史上第一大工程。

1955 年， 吴作人在工程

开工之前就 开 始 关

注这一建设场景 ，

并计划随之创作

《黄河三部曲 》，

这是其中的第

一幅。

钱松嵒《治螟图》
中国画
1950 年

钱松喦以中国画积极参与到反映新生活的艺术创作很有

代表性，大大拓宽了中国画的表现范围。 这幅画描绘的是苏

南的学生们在秧田里捕蛾采卵、对准螟敌的紧张热烈场面。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美术创作在
新中国承续了延安时期优良的创作传统，开创了美术
创作新的历史时期，并且这一传统 70 年来一脉相传，

积淀了丰厚的精品力作，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艺
术家，而与之相关的展示这些优秀作品的全国美展制
度等，也成为新中国 70 年美术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

从个体自我的艺术表达
到家国天下的视觉观照

陈履生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艺术评论家）

）逸飞
《浔阳遗韵》

油画
1991 年

陈逸飞的这幅名作，受到白居易

《琵琶行》的启示。 1990 年代初，陈逸

飞将西方古典写实画风推向极致，用

炉火纯青的西方古典技法将东方美

人刻画得近乎“唯美”。它代表了油画

古装东方仕女题材的艺术水平，是对

东方情调的一种吟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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