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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中共党史出版社推出《中国共产党历史画典》一书。

　　《画典》精选了现、当代美术史上100多位美术大家和新锐的220多幅油画、国画、版画等作品。
画作反映的是90多年来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社会风貌，以此为主线，配以简明易懂的“美术点评
”和“党史解读”，以画带史，贯穿起90多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
翻开这本书，就像展开一幅长长的历史画卷，让读者重返历史现场。

　　《画典》收录的许多作品，都曾在20
世纪中国美术史上产生过广泛影响。
这些作品大多分散收藏在国内多家博物馆、美术馆和艺术机构，平时很少对外展出。
《画典》将这些创作于不同时期且分藏在不同地方的经典作品，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融成一册，既
是一本具有收藏价值的美术画册，也是一本富有艺术特色的党史读物，让读者在触摸历史的同时感受
艺术之美，是党史和美术颇具创意的一次结合。

　　该书的编委会由国内权威的党史专家和美术大家组成。
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和著名画家靳尚谊分别担任本书的顾问。
全国文联副主席冯远、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王明明等著名画家对编写工作给予指导并作序推荐。

　　金秋十月推出的这本《画典》，是向党的十八大呈现的一份礼物，是党史工作者和美术工作者给
广大读者奉献的一道视觉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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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国共产党历史画典》的编委会由国内权威的党史专家和美术大家组成。
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和著名画家靳尚谊分别担任本书的顾问。
全国文联副主席冯远、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王明明等著名画家对编写工作给予指导并作序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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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配图文字　　何红舟、黄发祥：《起航&mdash;&mdash;中共一大会议》（油画2009年）　　美术
点评：油画《启航》采用写实主义的手法，再现了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的历史瞬间：毛泽东、董必武、
何叔衡、张国焘、李达等13位一大代表正在登船。
在画面中，毛泽东处于构图的中心，身着蓝色长衫，肩挎包袱，正站在船头回首眺望，显得意气风发
。
这种安排和描绘使他成为人物组群的视觉焦点。
压顶的乌云意味着山雨欲来，也暗喻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环境；而远处东方的曙光，又与游船上的中共
一大代表们融为一体，暗喻了革命曙光的显现。
黑暗与光亮，乌云的压迫力与代表们的坚强意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进一步表现出了革命的艰
难和党的创建者们英勇无畏的精神。
　　党史解读：1920年夏至1921年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
，作为两者结合产物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赴日、旅
欧留学生中相继成立，建党条件基本成熟。
经过筹划准备，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
业路76号）正式开幕。
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
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
7月30日晚，会议刚开始几分钟，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会议被迫中断。
7月31日清晨，代表们分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会议在缓缓划行的南湖画舫上继续召开。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
、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
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
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
任。
&ldquo;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
&rdquo;这是1964年一大代表董必武重回嘉兴南湖时留下的诗句。
中共一大的召开，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刘春华：《毛主席去安源》（油画1967年）　　美术点评：《毛主席去安源》是以1921年秋毛泽
东到安源组织工人运动为表现题材的油画。
该画曾被称为&ldquo;开创了无产阶级美术创作的新纪元&rdquo;，&ldquo;文革&rdquo;期间在中国美术
界具有和样板戏一样的地位。
该画的单张彩色印刷数量累计达9亿多张（不含转载），被认为是&ldquo;世界上印数最多的一张油
画&rdquo;。
画面描绘了器宇轩昂的青年毛泽东形象，他身着蓝色长衫，左手握拳，右手持一把雨伞，正在崎岖的
山路中阔步前行，背后是连绵的山脉和滚滚白云。
毛泽东的形象居于整幅画面构图的中心，坚毅的面庞和姿态又与被山风吹起的衣褶和崎岖难行的山路
相交融，背景的连绵山脉和滚滚白云更衬托了青年毛泽东形象的英伟。
　　党史解读：安源路矿，是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的合称。
因路矿工人多是湖南人，安源又离湖南很近，中共中央将安源工人运动划归湖南支部领导。
这几幅画作，着重表现年轻的毛泽东、刘少奇，怀着理想、信念和激情，成功发动、领导了安源路矿
工人大罢工。
其中，《毛主席去安源》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
1921年秋，毛泽东考察安源，深感工人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立即派李立三到安源开展工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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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工人补习学校，建立青年团和中共安源支部，创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1922年9月初，毛泽东再次到安源，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要求抓紧做好罢工准备。
毛泽东确立了&ldquo;哀而动人&rdquo;的策略，并增派刘少奇到安源协助领导。
1922年9月14日，在李立三、刘少奇的具体领导下，安源路矿17000工人举行大罢工。
工人高呼&ldquo;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rdquo;，提出了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发
清欠饷、废除封建把头制等17项政治、经济要求。
长沙的《大公报》、上海的《申报》、北京的《晨报》等全国有影响的报纸，纷纷给予报道。
各地的工团也致函电声援。
经过五昼夜艰苦激烈的斗争，党组织领导工人迫使路矿两局承认工人所提条件。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充分显示出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
这是湖南第一次工运高潮中的首次胜利，也是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全胜的工人斗争，对全国工人
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罗工柳：《前仆后继》（油画1959年～1983年）　　美术点评：罗工柳的油画《前仆后继》是一
件经典历史作品，画作表现了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大批革命党人被杀害，但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一
代又一代革命人士不畏艰难，前仆后继的悲壮场面。
画作采用了黑白对比的简约语言来表现，色彩沉稳厚重，笔触凝练有力，强烈叩击观众的心灵。
　　党史解读：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
统治。
国内外反动势力逐渐以国民党右派代表蒋介石为中心进行集结，蒋介石加紧同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
级勾结，密谋举行反革命政变。
4月上旬，蒋介石和汪精卫、白崇禧等人举行一系列的秘密反共会议。
接着，他收买帮会流氓集团，以对抗上海总工会。
他又指使吴稚晖、陈果夫等组织&ldquo;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rdquo;，篡夺上海人民的政权。
1927年4月12日，早就作好准备的大批青红帮武装流氓从租界冲出，身着蓝色制服，袖佩&ldquo;
工&rdquo;字臂章，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
当工人群众奋起抵抗时，国民党第26军强行解除了上海2700名工人纠察队的全部武装。
驻在上海的帝国主义军队也纷纷出动，帮助蒋介石屠杀革命群众。
4月13日，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并有十万余工人、学生和市民集会抗议。
当请愿队伍行至闸北宝山路时，突然遭到反动军队开枪射击，死亡100多人，伤者无数。
接着，蒋介石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
在事变的三天中，遭杀害者300多人、被拘捕者1000多人、流亡失踪者5000多人。
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代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
这次政变标志着大革命的部分失败，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莫朴：《南昌起义》（油画1957年）　　美术点评：莫朴的《南昌起义》藏于军事博物馆。
作品中起义的五位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相对集中地出现在画面的主要部
位，尤其是周恩来的画面空间位置，被处理在画面宽度的黄金分割位置上。
作品选择的画面瞬间是起义官兵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的带领下群情激昂、高呼口号、红旗挥
舞、枪支高举的一刻，画面总体呈现动荡感，气氛异常热烈。
　　党史解读：1927年4月和7月，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
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大革命遭到失败。
血的教训擦亮了人们的眼睛：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对付武装的反革命。
1927年8月1日凌晨，一声枪响划破了江西南昌城夜空。
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两
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
经过数小时激战，全歼守敌，占领了南昌城。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部向南昌进攻。
中共前委按照原定计划，率起义军向广东进军，计划以广东为基地再次组织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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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大批敌军的围追堵截下，部队受到很大损失。
但这次起义却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
地创建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
它如一声春雷，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
后来，8月1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罗工柳：《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油画1959年）　　美术点评：油画《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
是罗工柳的艺术创作和探索过程之中极为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
画面描绘了井冈山革命时期的毛泽东形象，身着深色红军军服，头戴军帽，一颗红色五角星极为醒目
；坐于一小山丘的山石之上，右手扶膝，左手持烟，目视前方。
在其左侧的山石之上还放置书籍和纸稿，显示出他正在为中国革命的前途思考和探索崭新的理论。
通观画面，毛泽东的形象居于画面的核心，也占据了画面大部分的空间，形象显得极为伟岸，具有强
烈的表现力。
从远处的青山可以看出，此时正是万物萌发的初春时节，而这也象征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革命
的春天已经到来。
　　党史解读：1927年10月3日，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抵达宁冈县的古城。
在这里，毛泽东同袁文才、王佐两支农军建立了联系。
27日进至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的茨坪，从此，这支起义武装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了
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初始阶段，毛泽东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ldquo;进剿&rdquo;，并全力进行党、
军队和政权的建设，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革命根据地有了初步基础。
在建设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分兵发动农民打倒土豪劣绅，1928年夏，在边界各县掀起全面分
田的高潮，年底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使根据地逐渐巩固和发展。
朱毛会师之后，井冈山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得到壮大。
1928年6月，毛泽东、朱德、陈毅领导红军粉碎了湘、赣两省之敌的进攻，取得了龙源口大捷，歼国民
党政府军千余，取得根据地建立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根据地扩大到包括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遂川等各一部分，达到全盛时期。
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进一步壮大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武装
力量。
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以及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成
功实践，不仅为各地起义部队实行&ldquo;工农武装割据&rdquo;树立了榜样，并且在革命者的心中燃
起新的希望。
　　傅抱石：《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国画1964年）　　美术点评：这幅《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取自
毛泽东的诗词《忆秦娥&middot;娄山关》，在表现中加入了更多的中国画的元素，山峦更为苍翠和富
有质感，只是在山峰之巅隐现出红军的旗帜，与远处天际的朝霞交相辉，尽情地赞美了红军的伟大。
　　党史解读：&ldquo;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rdquo;这首毛泽东1935年写的《忆秦娥？
娄山关》中，描绘了红军铁血长征中征战娄山关的激烈场景，表现了他面对困难从容不迫的气度和坚
持到底的信念。
娄山关位于贵州遵义城北娄山的最高峰上，&ldquo;万峰插天，中通一线&rdquo;，是贵州北部进入四
川的重要隘口，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
10日，第一次攻克娄山关。
15至17日，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
20日，红军翻越娄山关，进军川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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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红军发起了土城战役。
由于情报失误，红军未能实现预期的作战目的。
毛泽东认真总结了土城战役的教训，亲自指挥了他最为得意的四渡赤水战役。
红军二渡赤水后，于2月25日再克娄山关，2月28日重新占领遵义。
这一仗意义重大，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队登上娄山关后，极目四望，心情激动，写下这首不朽之作。
曾经亲临娄山关战斗的成仿吾回忆说：&ldquo;经过战斗后，雄关也被我们占领，大家迈开大步通过，
在黄昏中向波涛起伏的群山奋勇前进。
全词写出雄关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艰苦奋斗，就能前进，尽管前面有多少艰难险阻。
&rdquo;　　董希文：《红军过草地》（油画1957年）　　美术点评：董希文的油画《红军过草地》，
以大面积的黑蓝、普蓝和小面积的橘黄色的对比，浓重地渲染了长征路上严酷的物质环境和红军战士
坚毅乐观的精神。
　　党史解读：草地，其实就是高原湿地，为泥质沼泽，气候恶劣，鸟兽绝迹，人烟荒芜。
草地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纵长500余里地，横宽300余里地，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
海拔在3500米以上。
红军过的草地主要是现在的川西北若尔盖地区。
红军过草地的时候，正好是秋季来临，又赶上雨季，本来就已经积水的沼泽地，大都变成了漫漫泽国
，草地上又是野草茂盛，草丛里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难以辨别方向。
1935年8月，党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在中共中
央统一指挥下，分别从卓克基和毛儿盖出发进入草地，计划到巴西一带会合，继续北上。
21日，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等率领，自四川毛儿盖出发，进入草地。
经过七天的艰苦努力，右路军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走出了人迹罕至、气候变化异常的茫茫草地，于当
年8月27日到达草地尽头的班佑地区，左路军也同时到达阿坝地区。
过草地同爬雪山一样，红军用坚强的意志挑战生命极限，成就了&ldquo;中外军事史上的一大奇
迹&rdquo;。
作为长征史上最艰苦的象征，它们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
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决定，经过长征特别是爬雪山过草地的人都可以入党，因为这是最好的考验。
事实证明，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钢铁的队伍，不畏牺牲和任何艰难困苦，这也是赢得中国革
命胜利的最基本的保证。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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