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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调查”题材的历史渊源

二十世纪的中国，人物画的发展逐渐到了顶峰。新中国

的成立有着宣传教育意识与思想的需要，经国家的积极倡导，

一些具有教育、宣传意义的历史题材便成了艺术家积极表现

的创作内容。而“农村调查”这一历史史实不仅作为一段由

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历史，还为我国的发展壮大产生了极为

重要的影响。因此在人与历史的特定条件下，让此主题充满

了意义。自此，“农村调查”这一历史题材便成了自上世纪

以来艺术家们喜闻乐见的主题之一。

二、漆德琰与蔡超《农村调查》浅谈

在我国美术史的发展上，许多艺术家皆对此题材进行过

描绘。而在这些画家中，漆德琰与蔡超自小成长在江西，对

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更加的敏锐。事实证明两

位画家分别创作的同题材《农村调查》在出世时皆在美术界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查找大量文献资料以及阅读最新的新

闻报道后能够得知，当今美术界对“农村调查”题材绘画认

可度最高的美术创作分别是漆德琰 1959 年与蔡超 1974 年所

创作的两个版本。而在实际情况中，蔡超关于《农村调查》

的主题创作早在七十年代共产出过三张。在今日的讨论里，

蔡超于 1974 年创作的版本可以看作是其《农村调查》系列中

技法与思想最为成熟的一张，故本文将蔡超 1974 年与漆德琰

1959 年同题材的绘画创作进行对比谈论。

1、漆德琰与蔡超创作《农村调查》的背景

写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重要内容，在国家的倡导下为

摒弃形式主义的不良作风，鼓励艺术家们组织写生活动，以

真实历史为基础创作具体真实的作品。为了完成画作，漆德

琰在一篇 1962 年发表在《江西日报》上的自述文章中提到：

“为理解绘画主题、吸取调查研究精神……于 1959 年春日前

往江西省长冈乡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而笔者与蔡超本

人近距离的采访过后了解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蔡超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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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派遣的历史画任务前往江西省井冈山地区进行了长达几

年的写生取材工作，成就了其绘画创作的成功。由此可以得出，

漆德琰与蔡超的历史画创作并非空穴来风。

2、漆德琰与蔡超创作《农村调查》画面的异同点

“题材选择和处理，与作者的个性、人生经历及文化修

养有较大关系，也受制于其情感、思想、艺术理念和创作追求。”

初看两张《农村调查》，便可以清晰地看出两张画面中的不同，

首先便是写生经历对作者在处理画面上的影响。漆德琰曾在

画面中对人物的安排下了很大功夫。在最初的设计稿件上，

漆德琰画面中大部分的人物形象是以男性青壮年作为主要的

绘画群体，女性及老年人作为点缀出现。但经过长时间的实

地调查调研后，漆德琰发现，如若要揭示正确的时代精神，

就必须从历史实际的角度对画面进行更改。漆德琰从当地的

老乡口中了解到，当年长冈乡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加强建设

的需要，年轻力壮的中青年男性几乎全部置身于前线。农村

后方的务农驻地人员基本上是以老年人与妇女儿童所构成。

在深刻地了解到这一历史史实后，漆德琰重新对画面上的人

物组合配比进行了更改。他先是将原先画面中的青年男性比

例降低，随后将女性及老年农民的形象增多。在这一结论的

驱使下，漆德琰的画面上的人物配比变得十分契合历史史实。

而在蔡超在画面上我们发现，他的人物配比正好与漆德琰相

反，这主要在于蔡超考察的地点不同。在亲自与当地村民进

行谈话以及亲自调取相关档案后，蔡超了解到，当年位于江

西的井冈山是建设的重要地点，大量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员为

了支持井冈山地区的建设而汇集到此。为了能够突出当年农

村调查的热烈场景以及朝气蓬勃的欢乐气氛，蔡超除了在画

面上特意安排穿插了许多青年人物形象，还在画面中加入了

青年记录员、劳动工作者的具体形象。画面中的青年神采奕奕，

身体强健。既符合了历史上对井冈山地区青年的真实写照，

又突出了蔡超对真实历史上民众团结一心的向往之情。

而在画面的处理上，漆德琰的画面贯彻了西方的绘画风

格，以西方素描中突出的黑白灰关系呈现出了写实的画面效

果，利用油画的颜料特性将画面描绘得厚重有力。其以块面

的上色手法，突出了农村午时日头下朴实的乡村外景。而蔡

超的画面则更倾向于平涂，上色手法平缓，以中国画中细腻

的绘画风格，呈现出了温馨的室内场面。由于两位作者对画

面中的环境选择存在差异，所以在光线的处理上也存在着一

定的区别。首先在漆德琰的画面上，由于画面设定的时间节

点为中午农忙过后的休息时间，日头较大，为了表现当时真

实的室外环境，漆德琰加大了画面色彩的饱和度的对比，加

强了画面中光线的强烈，营造出了对比关系明确的画面效果。

因此漆德琰这一画面中所呈现出的色彩倾向偏于冷色，强烈

的补光使画面弱化了颜色间的差异，为繁忙过后的午休时间

带来了一丝清爽的画面效果。而在蔡超的画面中，由于室内

场景的限制，便无法用前者一样处理手法去描绘画面。蔡超

在画面中室内中心的方桌上摆放了一盏油灯，这盏油灯的出

现成了整幅画面的光线来源，画面中灯光的光线朝四周呈圆

心散开，给整个画面笼罩了一层舒服的暖黄色调，同时细腻

的国画效果在此时得到了很好的表现，暖黄色的光线恰到好

处地落在了画面中的每一个角落，不仅凸显出了围绕在桌边

气色红润的人物形象还增加了室内环境中的纵深的空间关系。

暖色的灯光加大了画面中色彩的饱和度，在暖色光线的衬托

下背景中红色锦旗以及人物佩戴的大红袖章变得尤为鲜艳，

这与画面中每位人物洋溢的灿烂笑脸共同营造出了温馨和谐

的调查画面。

而在构图的处理上，两位画家皆采用了三角式与围绕式

的构图，纵观整个美术史，大型历史画作使用三角式与围绕

式的构图是非常常见的。在两种构图的相互作用下，画面中

的人物视线能够很容易的交汇一处，可以共同的突出画面的

中心人物。而两位作者对此组合构图的灵活使用是对调查过

程中人物形象聚精会神的真实表现。并且中心人物的位置皆

被两位作者放到了最接近黄金分割的画面位置上，不仅形成

了绝对的中心，还突显了其在构图上的绝对优势。

3、漆德琰与蔡超创作《农村调查》历史画创作的共同艺

术特点

在简要概述了两名作者画面中的异同后，漆德琰与蔡超

都在历史画的创作上把握住了几大关键的要点。

其一：还原了历史的真实性。真实的历史是不以人的意

志为转移的。尤其是历史题材的绘画创作，需要禁得起时间

与史料的验证。历史题材的人物画创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便

有着承担反映社会生活、民族历史进程与教化宣传的作用，

所以，为了在创作中表现涉及的既定事实，画家们都会以谨

慎以及尊重历史事实的态度下完成创作内容，始终以遵从历

史的真实为创作的出发点。之所以历史画创作的难度比其它

题材难度更大，靠的不仅仅是画家高超的作画技法或者绚烂

的画面表现形式，而是需要在历史的这一限定条件下对画面

中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那个时代

下人物服装道具等做到充分而深入的考究与整理，只有这样

才能尽可能地还原历史原貌、才能达到还原历史真实的目的。

而在这一点上漆德琰与蔡超都做的很好，漆德琰在创作《农

村调查》时除了亲自下到实地进行考察，还在业余时间阅读

了大量与创作有关的史料、回忆录以及小说等；在之前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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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画面人物分配的问题上，除了有听取本地老乡的指正外，

一些描绘此时期的电影、文艺片等皆给漆德琰带来了极大的

绘画启发。而蔡超当时身处井冈山，除去看资料的时间外，

他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进行写生工作，例如对画面中农民使

用过的农具、农民住所房屋的特征、当下农民的穿着打扮等

细节，皆一一进行了对应参照。并且蔡超写生取材的场所并

不局限于一处，除了当地的现实农村外，井冈山博物馆与山

野小路等都是其作证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

其二：抓住了生活的气息。汪晓曙曾在其著作中提到“艺

术创作是来源于生活，如果脱离了生活或者缺乏对生活的深

入理解，那么所创作的作品便没有生命的力量，而题材千篇

一律以及人物塑造也会显得更加苍白无力。虽然历史很遥远，

但是历史是以往的现实，它们之间存在着自然的联系。如果

作品中过于偏重艺术性而弱化生活味，那么该作品就有可能

只是迎合人为设计但失去了生活中本真的美感。这种走马观

花式的‘深入’导致的最可悲的结果式，作品成为一种表象

的记录，形象无血无肉，更无深度。”通过这段话的阐述，

我认为漆德琰与蔡超是对此十分赞同的，二人的画作中牢牢

地把握住了历史性与生活性的紧密关系。纵观两位的画面皆

对百姓的穿着打扮、生活实景进行了真实描绘，如漆德琰画

面中农民挑粮的扁担、小女孩倒水的瓷碗瓷盆以及蔡超画面

里老农裤腰带上的旱烟、桌上放的油灯等细节，使得塑造出

来的画面不仅有血有肉，还让观者身临其境，给予了生活的

强烈气息。而“农村调查”作为接近民众生活的历史题材，

两位作者又都在画面中透露出了质朴古拙特征，奠定了画面

的基本气质，而这种质朴古拙的特点也皆被体现在了画面的

笔触与色彩的把控上。漆德琰与蔡超作为共同生长在江西的

画家，在画面中所显露出的生活细节，都能体现出画家心中

对于江西土地的热爱，增加了观者对于画面的共鸣。

其三：体现了历史画的艺术性。由于历史是错综复杂的，

如果想要表现历史的真实性便一定要通过艺术的特殊手法进

行润色，而在漆德琰与蔡超的画面中均是通过其作品所呈现

出来的不同艺术形式和主观面貌来挖掘农村调查历史中真实

的本质规律与内在逻辑，并通过截取调查过程中的瞬间时刻

来表现其历史主题的永恒价值，将欣赏者的思维及目光带回

过去真实的历史时空之中。漆德琰与蔡超的《农村调查》之

所以能打动观者，在当时引起热议，要做的不仅仅只是作者

将真实的历史照抄和照搬进画面，而是要发挥创作者们的主

观能动性，将历史的准确性与艺术随机性进行有机结合。不

仅要求取材真实、形象典型、画面生动，还要挖掘历史中所

要传达的深刻意义。

其四：把握了主题的时代性，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历史

题材的人物画创作必须以特定的时代主题为基础来进行创作，

因此，主题性是这一题材绘画创作的鲜明特征。历史题材人

物画创作的定义是以表现中华民族各个历史阶段为民族的独

立解放和繁荣富强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和产生重要影响的事

件为主要创作内容的。也就是说，这一题材的绘画主要以历

史上的重要时间节点、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重要历史事件和

重要历史人物为基础进行的描绘。历史题材人物画不仅可以

单纯地表现具体的历史人物，也可以表现气势宏大的战争场

景，同时，还可以表现真实生动的现实生活场面。这样看来，

农村调查的历史题材人物画创作就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三、小结

本文通过对漆德琰与蔡超两位艺术家创作的同题材历史

画作《农村调查》进行了初步的讨论，并对这两张典型作品

背后所形成的因素也做了浅度探索，在此过程中两位画家面

对画面中不确定的时代与政治因素都以写生调查的形式进行

了解决。在面对画面时，他们以结合实践经验与自身主观意

识进行安排描绘，形成了具有自己风格且极具影响力的独特

画面。通过本次浅度讨论，由于个人理论水平和知识储备有

限，在写作过程中难以避免出现用词不当、思想太浅等问题。

然而，本文仅是在查阅资料以及采访作者后做出的浅度研究，

期望在之后学者的努力下将会有更加深入翔实的研究成果和

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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