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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启示录》油画作品美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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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 人文艺术学院，重庆 4OOO3O) 

摘要：高小华先生在创作中大胆尝试，将历史文物与艺术形式有机结合，并采用现代艺术形式拓展传统油画。文章通过五个 

方面，论述这一歌颂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历史画卷的艺术性和思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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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红岩启示录>创作与中国历史画创作的发展 

<红岩启示录>是中宣部的重要项目，同时又被重 

庆市列为形象建设的重点工程，它不但强调“艺术地 

突现主题”，更着意于以艺术的方式来保存历史、主张 

现实、启示未来，从而为参与国家文化的发展实践、弘 

扬当代艺术主旋律的主题性创作，探索一种成功的经 

验和范例，也为历史画主题性创作做了积极而有益的 

探索。 

严肃、高雅的艺术创作总是产生于呕心沥血的辛 

勤劳作并伴随着内心丰富而复杂的体验，这也是上下 

求索的过程。严肃艺术的创作是一种沉重、一种责 

任、更是一种痛并快乐着的感觉。当代著名画家高小 

华先生正以这种方式，以<红岩启示录=》总设计师之一 

和其油画部分的总负责人和主创人的身份，承接了这 

副重担。 

高小华先生是当代伤痕美术和四川画派的创始 

人之一，他不但有精湛的绘画技艺，而且对主题性题 

材的绘画更有着丰富的创作经验和独到的思想见解。 

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创作了通过反映红卫兵在武 

斗中的苦闷与徘徊心理，来触动那个年代年轻人灵魂 

深处的茫然和渴望的<为什么>，及另一幅主题性题材 

的<我爱油田>，并一举揽获了全国六届美展的二枚银 

奖，当时他还仅是四川美院一年级的大学生。在毕业 

创作中，他更是推出了汇聚众多人物，反映当时社会 

生活状况，具有当代<清明上河图>之称的<赶火车>。 

他说：“没有比赶火车的时刻更能了解中国人、中国社 

会的了，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人们来 自各个民 

族、各个阶层，南迁北返、送故迎新、喜怒哀乐、悲欢离 

合⋯⋯人生百态几乎都融聚于此一刻⋯⋯那是现代 

社会的缩影。”⋯此作品在2OO3年7月份嘉德十周年 

庆拍卖会上以创国内现代画历史新高的价位成功拍 

出，从而对高小华先生在当代世界画坛的地位作出了 

充分肯定。这些主题性的绘画作品创作展现了高小 

华先生对历史画独特的视点和非常好的驾驭能力。 

所以，面对<红岩启示录>如此大规模、系列性的历史 

画主题性的创作，高先生显得游刃有余，也就不足为 

怪了。 

《红岩启示录=》以一种全新的、开先河的大胆尝 

试，将历史文物与艺术形式有机结合，有效地增强了 

历史文物中的道德价值和精神力量。特别是多达 35 

收稿日期：20D4一∞一06 

作者筒介：李木子(1959一)，女，安徽人，重庆大学人文艺术学院教师。主要从事油画研究。 

http://www.cqvip.com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 1O卷第3期 

幅的大型油画，将中共南方局在重庆八年活动中的众 

多人物、事件、情节、生活场景有机结合在红岩村这一 

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既反映了共产党在重庆的战斗历 

程，也是抗战陪都历史文化的缩影，其时间跨度之长， 

规模之大和难度之深是美术创作中不多见的。 

创作以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巨幅油画，其宏大 

的背景设计、悠长的历史考证、独特的绘画技艺，都需 

要创作者严谨的工作作风、严肃的工作态度，对历史 

尊重，对艺术负责，认真而细致地做好画前资料的准 

备工作。《红岩启示录》的创作者们不放过任何一丝 

有价值的线索，在历史资料方面搜集了包括《红岩风 

范》、《雾都明灯——红岩》、《红岩轶事》、《抗战之都》、 

<重庆旧影=》、<国共第二次合作》等有关书籍中的史料 

记载，影像资料方面搜集了《重庆谈判》、《报童》、《中国 

命运转折=》等大量的文献图片三百余幅，又四处奔波 

深入历史事件遗址红岩村革命纪念馆、曾家岩、新华 

日报社、白公馆等地进行实地考察了解，采访相关的 

历史见证人。 

在收集资料和整理创作的过程中，画家们被这段 

激昂的革命风貌和民族精神所感动。其触动之深、感 

受之切，都流溢于画笔之尖，从而带给艺术家新的艺 

术感觉。他们的审美胸襟和创作灵感在这种深沉厚 

重不向强权弯腰的民族气节的感召下被拓展和升华， 

艺术创作的冲动和愿望被极大地激活。 

历史给艺术家们提供了丰富鲜活的创作素材，艺 

术家也在真实的感动之中更加深刻地思考艺术的方 

式、价值和意义。在对历史的回顾中也更加清醒地认 

识到自己所承负着的发展文化与探索艺术的使命 
— — 艺术该怎样表现现实生活，怎样关注时代主题。 

音乐家舒曼说：“给人类黑暗的心灵带来光明，这就是 

艺术家的职责。”历史画比其它题材的绘画能更好地 

达到这一目的。它不仅可以通过历史借古喻今，表达 

画家对历史的追问，而且它的具像性可以忠实于 自 

然、忠实于历史。作者的观念和意图不是附加和浮显 

于作品的表层，而是深藏于作品历史内容的选择之 

中，以具像直观的形式为承载，与人类对具像具有的 
一 种与生俱来的亲切感相契合。 

历史画曾在我国油画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 

之地。50年代两次有组织的较大规模的创作高潮留 

下了一些佳作，如：罗工柳的<毛主席在井冈山=》、侯逸 

民的《刘少奇与安源矿工=》、艾中信的《东渡黄河=》、詹建 

俊的《狼牙山五壮士=》和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等。80 

年代至9o年代是历史画经受考验的年代。艺术家开 

始反思历史内涵和重新审视过去的创作路线，历史画 

的范畴和美学规范发生了深刻变化，创作素材的角度 

深广了，对形式美的追求得到了解放，画家的个性获 

得了张扬。陈逸飞、魏景山合作的油画<占领总统 

府》、陈逸飞的《蒋家王朝的覆灭=》、沈家尉的<红星照耀 

中国》等就是其中的精品。但我们更应该看到9o年代 

之前的历史画除了部分精品之外大都“主题很大而内 

容空洞、形式单一、表现力贫乏、想象力枯竭，属于平 

庸技法所做的纯消息报导”。[2]2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 

转变和人们审美重心的转移，创作大型历史画的画家 

越来越少，极富感染力的作品也不多。但可喜的是 

《红岩启示录》的创作将为历史画和军事画走出低谷 

再续辉煌摸索出新的途径。 

二、《红岩启示录》油画作品的美学特点 

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层出不穷的新的艺术形 

式，已经把传统美术延伸到各个领域，相互交融、相互 

渗透。具备各个时期时代烙印的历史画，也跃出了传 

统的镜框，将大量的新思维、新材料、新技术、新手法 

进行揉合，把画架上的艺术扩展到建筑、雕塑和景观 

工程上，使历史和现代更从容地结合。 

从总体上，《红岩启示录=》大胆地强化了形式美， 

避免图解性的范式，将很强的直观性、浓缩性、简洁性 

包涵在情感意味很强的感性形象之中。<红岩启示 

录》油画作品的美学特点基本上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崇高 

这是历史画优越于其它题材绘画的特色。这种 

崇高主要表现在精神的伟大。<红岩启示录>再现了 

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人在民族统一战线斗争中所 

表现出来的思想、人格、意志、感情以及周恩来本人的 

人格魅力、个人风采。崇高是人类净化、升华、实现自 

我价值的重要催化剂，是一种高层次的美感，一种高 

层次的美学品格。这些艺术品不仅是殿堂客厅的摆 

设，墙面的装饰，更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是那一时 

代留下的重要一页。在《红岩启示录>中，“崇高”这个 

美学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前进，具有强烈的现代 

性，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要求。 

(二)严格尊重真实性 

文化大革命背离真实性给艺术带来了灾难。高、 

大、全的形象，红、光、亮的色彩，杜撰的史实，假大空的 

画面⋯⋯将艺术引进了死胡同。历史画属于严肃艺 

术，对真实性的严格尊重，有力地矫正了往日的公式 

化、概念化以及虚假矫情的浪漫主义等顽症。以公 

正、客观、宽广、平视的态度描绘历史事件的客观过程 

和革命英雄的英勇行为，努力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 

不把领袖人物当“神”来歌颂，而力图展示领袖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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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风貌和普通而可亲的一面。不尊重历史的真实， 

也就不能称其为历史画。以严格的历史观点来真实 

地表现特定的历史内容，其本身就具有极大的意义和 

价值。真实是历史画的生命，倾向性是画家价值观的 

外溢，真实性与倾向性在艺术创作中的和谐统一是作 

品成功的精髓。倾向不是直白的灌输，而是通过画家 

的感情、意念的物化过程而自然真实地流露出来。这 

种在真实性基础上的真情实感使得艺术获得灵魂的 

贯注。 

(三)站在现时性的角度追问历史、再写历史 

黑格尔说过：美是显现给人看的。任何艺术形式 

必须使当代人能够理解 。如何使当代人能够对历史 

文艺创作重新发生兴趣，不因时间而产生隔膜；如何 

使观众的欣赏反馈成为创作历史画的有力杠杆；如何 

使作者、作品、观众整个创作机制形成一个积极的良 

性循环，这是《红岩启示录》所提示的新课题。如马拉 

特·萨姆拉诺夫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查理·兰格洛伊 

斯的《莫斯科战役》、费利克斯与其子保罗·菲利普托 

斯合作的《葛底斯堡战役》，这些都是艺术史上的名 

作，作者找到了历史题材、历史人物和当代生活、当代 

民众的心理期待的联结点。克罗齐曾提出一个命题： 
“

一 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说：“显而易见，只有现在生 

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 

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 

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 

趣的。”[ ]克罗齐的思想对我们很有启示作用，在描绘 

历史时，面对着的是现代人的审美趣味，无论何时，创 

作的作品都要与时代的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相契合 

才有意义。 

(四)人道主义精神的价值观 

俄罗斯联邦作协主席米哈尔科夫曾说：“有人总 

是指责我们偏爱战争(历史)题材。他们不喜欢我们 

长久记住此事，因为这是反映我们永恒的爱国主义精 

神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英雄的过去，——这是为 

了未来。”[ ]英雄主义是艺术创作永恒的主题。这使 

艺术家从更深层次去理解历史、理解英雄，在对历史 

的反思中，看到战争作为历史的阴影给人类带来的苦 

难和伤痛，其中的体会是基于对生命和战争的某种彻 

悟。因为它使人道主义表现得更为真实、动人，更为 

深沉、丰满。这样一种刚毅的悲壮的力量和深沉的人 

道主义情怀，显示了艺术家严肃的历史道义感。《红 

岩启示录》让现代人体会到生命的可贵，认同人道主 

义价值观和从内心受到震撼——红岩精神永存。 

(五)借鉴文学创作情节，着眼于以戏入画的感性 

形象 

各种艺术门类之间是交叉影响的，相互吸引各自 

母体里有益的成分会促进艺术向前发展，中国画中的 

诗、书、画、印的有机结合就是最有力的明证。向文 

学、戏剧借鉴而演绎主题性、情节性绘画，这种情节化 

的处理可以解决作品的可沟通性问题。历史画面对 

的是没有进行专业美术训练的普通老百姓。如果采 

用现代艺术中的画面内容、思维阻断性的处理方式， 

就远不如采用这种直观、易懂的感性形象，可以起到 

更好的情感交流作用。认识功能赋于审美功能之中， 

教育功能则体现在平等的情感交流之中。黑格尔说： 

“艺术作品所提供观照的内容，不应只以它的普遍性 

出现，这普遍性须经过明晰的个性化，化成个别的感 

性的东西。如果艺术作品不是遵照这个原则，而只是 

按照抽象教训的目的突出地揭出内容的普遍性，那 

么，艺术的想象的和感性的方面就变成一种外在的多 

余的装饰，而艺术作品也就被割裂开来，形式与内容 

就不相融合了。”lL5 J抽象的思想在艺术作品中虽然重 

要，但更重要的是把抽象的思想转化为有血有肉的感 

性形象。 

现代生活中利益之剑斩断了太多精神的东西。 

《红岩启示录》用现实性的语言提出“人文精神”的重 

建，提出回归视觉，确是意味深长。创作者们围绕着 

历史性主题进行的探索与思考是有价值的，而且更显 

示出这一思考在多元化背景之中的可行性。 

《红岩启示录》油画作品把一条民族的脊梁展现 

在世人眼前，包含着生活在和平年代中的人们对那一 

段饱经沧桑、可歌可泣的历史的祭奠。历史过去了， 

但蕴涵着为争取民族解放的信念而奋斗的伟大精神 

永远不会随着历史而渐行渐远，它化为一种主宰我们 

民族魂魄的精神——红岩精神，生生不息，浩然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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