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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美术是以中国革命斗争为题材和

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

美术作品，随着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发展，

当代语境下红色美术的跨文化交流日益频

繁，从而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变迁，本文主

要通过讨论红色美术的发展历程得出其变

迁的规律，从而总结其面临的挑战与解决

策略。

一、红色美术的界定

有学者这样定义红色美术：“宽泛地说，

描绘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在进行民族解

放和革命战争中的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和革

命历史人物的美术题材作品，均称为‘红

色美术’。从狭义上来讲，‘红色美术’是指 1921 年直至当

下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作品以及反映

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美术作品”。自我国建

党以来，出现了以中国共产党作为主要创作题材的美术作品，

称之为红色美术。

二、红色美术的重要性

习近平在访问清华大学中指出：“美术、艺术、科学、

技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要发挥美术在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把更多美术元素、艺术元素应用

到城乡规划建设中，增强城乡审美韵味、文化品位，把美术

成果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需求。要增强文化

自信，以美为媒，加强国际文化交流”。美术是文化传播中

相当重要的手段，优秀的美术作品既可以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又可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因其具有的革命性与历史性成

了中国美术史上重要的一部分。

三、红色美术的发展历程

红色美术的发展史是一部关于中国革命的无声纪录片，

它以视觉感受的方式向人们传递着中国共产党一百年走过的

光辉时刻。自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四个主要历史阶段，具有代

表性的红色美术作品有：

1、新中国成立初期：董希文提出“油画中国风”，他

创作的《开国大典》（图 1），是一幅以中国工笔画的绘画

语言与西方油画表现形式相结合的画作。同时期的画家如王

文彬的《夯歌》、伍必端的《歌唱祖国》等红色美术作品，

也都在尝试将西方绘画语言与中国绘画理念有机融合。这

一时期的红色美术作品具有强烈的交融性，用西方的油画技

巧用来述说中国故事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红色美术作品的主

要特点。

2、社会主义建设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时期：在“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主张对“旧”美术的批判，红色

美术界掀起了众多的新美术风潮，如“红卫兵美术运动”、

“工农兵美术创作”、“知青美术”等。以大字报与宣传漫

画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段，在传播机构中衍生出众多美术展览

与美术报刊，其中以毛泽东肖像为题材的美术创作进入了一

个高峰时期。如在“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革命画展”上的《毛

主席思想胜利万岁革命画展漫画选集》、《毛主席万岁》、《毛

泽东油画肖像》等优秀红色美术作品。这一历史时期的红色

美术作品具有广泛的宣传性。

3、改革开放的起步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在这

一时期的红色美术主要文化现象是“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

化”，如这一时期邱瑞敏、石奇人、马宏道的红色美术作品《畅

想·浦江》（图 2），描绘了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畅

想上海浦东的改革开放的场景。在上海的夜景闪耀着无数的

灯光，连夜空都被照亮，体现了改革开放后上海的经济繁荣

与邓小平决策的正确性。此构图比起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红色

美术作品的构图更为轻松与活泼，作者少见地将伟人邓小平

放在画面右下方，以侧面的方式面对观众，虽然背景面积比

人物面积大许多，但是热闹的背景与衣着朴素的邓小平放在

一起，更加衬托出主角邓小平的伟大成就。

中国当代艺术语境下红色美术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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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开国大典》 油画 405cm⋆2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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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畅想·浦江》 168⋆175 油画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红色

美术最具代表性的特色就是作品具有“人文关怀”，以袁武

的中国画作品《抗联组画——生存》（图 3）为例，东北抗日

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英雄部队，这幅红色美术作品

正是表现了在严寒天气下抗联英雄的群像，在画面中，虽然

处于恶劣的环境中，但是丝毫不能阻挡联军战士前进的决心，

袁武运用看似稚拙的笔墨对基层联军战士的细致刻画，人物

的脸部和衣物部分大多都采用中国画绘画技巧“没骨”的画

法，使画面通透饱满，构图层次丰富。描绘出战士们的眼神

坚定并忠诚，与恶劣的雪天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少见

地对场景没有进行刻画，而是运用“丰碑”式构图，将画面

人物穿插竖构图，运用了一定的西方图形图像“构成”方法，

表现出联军战士是一座精神的丰碑，更加体现了中国人民解

放军面临生死绝境仍百折不挠的精神。

     图 3：抗联组画——生存 纸本设色 370cm⋆200cm

四、红色美术发展的变迁

随着全球化语境下的艺术发展，当今世界作为地球村，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都十分紧密，艺术不可

避免地会吸收借鉴他国艺术与文化，被其他文化所影响。红

色美术产生的时代正是处于一个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

互沟通交融碰撞的时代。《新中国美术史 1949—2000》一书

中谈论到五六十年代主张红色油画美术的民族化，这就是吸

收西方艺术技巧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重要范例。而在全球经

济政治文化高速发展的今天，红色美术必然存在一定的变迁。

其变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红色美术作品的变迁，红色美术作品在创作

形成的过程中吸收了西方绘画技巧与西方绘画理念，并发展

成为新的绘画风格。如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创作的《毛

泽东画像》影响了中国本土画家的红色美术作品，产生了中

国的政治波普艺术。自建国初期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袁武的《抗联组画——生存》，红色

美术作品的艺术风格从内容直白、构图严谨的油画表现形式

变迁为内容多样、构图丰富的国画表现形式。

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红色美术作品的风格发生了变迁，而

且可以从红色美术作品的传播过程中也看到变迁。美国著名

政治学家拉斯韦尔提出“5W”模式，即：谁（Who）——说

什么（Say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

对谁（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s）。

通过对 5W传播模型的框架参考得出，红色美术作品从传统

纸墨语言变迁到如今数字化网络传播语言，使得红色美术家

独特的创作个性和鲜明的艺术特色更得以彰显、绘画表现语

言更加隐喻、大众传播速度更加及时迅速、传播地域范围更广，

传播受众数量更多、传播内容更加贴近受众的生活与艺术欣

赏水平，更加易引发受众的共鸣，并对受众产生了潜移默化

良好的传播效果。

第二方面的变迁是指红色美术在跨文化交流传播过程中

产生的多元认同体制。在建国初期，红色美术面临的受众很

大一部分是国内同胞，无疑国内受众对红色美术作品产生普

遍的认同，但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由于现代

通信电子媒介的发达，造就了全球化的语境，又因为受众文

化素养、受众环境、受众阶级、受众民族、受众人种等不同，

所以从一元认同体制变迁为对红色美术的多元认同体制。

红色美术与其变迁存在着辩证关系，相辅相成，互相影响，

在一定历史发展时期，这种变迁将丰富红色美术的艺术流派

和艺术思潮，新的红色美术作品也会带来更多变迁的可能，

启迪更多年轻的红色美术家。

五、红色美术面临的挑战与解决途径

艺术本身具有跨文化性，能够跨越民族地区和时空的限

制，引发观众心灵的共鸣，红色美术的跨文化交流传播是当

前历史时期的独特表现。由于红色美术的变迁导致其封闭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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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瓦解，造成了红色美术创作、红色美术传播、红色美术欣

赏的多元化体制。正是在这些传播与接受的复杂过程中，产

生了不可避免的问题，红色美术在创作和跨文化交流传播中

面临着诸多挑战。

1、在红色美术创作方面的挑战：在全球化的语境下，红

色美术家所创作的红色美术既需要具有中国本土化的特色，

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又需要表达现代观念，向西方传递中国

力量。这既要求红色美术作品具有普世共鸣的价值观念，充

分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又需要艺术家创作红色艺术时树立

自反性与自主性，思考怎样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输出中国

文化，与时俱进，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

艺术家也需要把握好红色美术的传承与创新。由于红色

美术的变迁，美术家们在把握其传承和创新的界限上要尤为

注意，既不能过于革新，而忽略传承红色美术的思想性，又

不能墨守成规缺乏创新。传承红色美术要求艺术家可以用现

代政治题材来进行艺术创作，也可以用重大红色历史事件来

进行创作，在创作的过程中参考并学习前人艺术家的艺术手

法与艺术思想经验，并找到自己的创新点，突破过去的典范，

不断超越自己的红色艺术作品，并且灵活运用现代科技融入

红色美术进行创新。

2、在红色美术作品传播方面的挑战：在红色美术作品传

播中，容易产生的误读和歧义，这就要求红色美术的跨文化

传播交流注重文化的差异性，增设红色美术背景解读方案，

从而减少文化传播中产生的不必要的误解。在传播渠道上，

注重多渠道传播，既要充分利用国内媒体平台，也适当利用

国外媒体平台进行红色美术的跨文化交流传播；在传播方式

上，应避免填鸭式、说教式单向交流传播，要结合现代信息

交互技术与观众进行双向互动交流。如在红色美术的国际艺

术展中，可以在线上进行网络媒体“云”展览，线下设立红

色美术交互厅，依靠当今社会的科技手段，红色美术可以运

用多种艺术的方式，呈现出视觉、听觉、触觉等众多感官的

审美体验。

六、结语

在中国当代艺术语境下，由于红色美术产生的变迁，需

要艺术家们与时俱进地创作出符合全球化语境下的红色美术

作品。红色美术作品在创作—传播—接受的三个过程中需要

将科学与美学有机融合，技术与艺术辩证结合，并且注重整

合红色美术作品的跨文化传播途径，制定科学的跨文化传播

策略，才能运用红色美术作品的影响力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民族自信、文化自信，提高我国在

国际上的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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