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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出现在30至40年代的延安木刻活动及其艺术成果，是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的
光辉篇章。
它之所以永远使我们怀念，永远激动我们的情感，是因为它和我国人民走过的那段艰苦而英勇的革命
历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它是那个时期中国人民先进思想和健康、质朴感情和趣味在艺术上的集中反映。
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革命圣地延安，一部分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青年艺术精英们，用简
便的木刻工具，创造了在20世纪世界美术史上熠熠发出光辉的作品。
当时，这群或者只在艺术院校受过一些基本训练，或者仅仅受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影响有过不多艺术
实践的青年人，抱着爱国和革命热情奔向延安，他们并没有预料到他们从事的艺术劳动会在艺术史上
占有如此位置，也没有想过他们自己要成为知名的艺术家。
他们只是以一颗赤诚的心，用艺术手段来鼓励广大群众积极投入劳动生产和反抗日本侵略及争取自身
解放的斗争。
他们之所以能在艺术上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他们有崇高的社会理想，有坚定的艺术追求。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他们艺术创作的指针，他们的作品也是贯彻《讲话》
精神的丰硕果实。
他们把深入工农兵生活，把了解人、熟悉人当作他们第一位的工作。
他们与工农大众一起劳动，与士兵共同战斗，有人在前线牺牲了宝贵的生命。
做群众的代言人被他们视为无比崇高和光荣的职责，也成为激励他们在艺术上奋力拼搏的精神动力。
当时，可供他们借鉴的图书和绘画资料十分匮乏，使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从事木刻创作的青年艺术
家们能反复翻看的仅仅是德国女画家珂勒惠支的一本版画集。
他们对中国和世界美术史只有粗浅的了解，他们多少知道一点经鲁迅先生介绍过来的欧洲现代版画，
从留学苏联归来的胡蛮先生那里知道苏联美术的大概情况，仅此而己。
但他们从工农兵丰富多彩的生活中吸取创作素材和灵感，从包括剪纸、年画在内的陕北民间艺术中找
到了充足的创造资源。
他们虚心向群众学习，努力使自己的作品让群众看得明白，看得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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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延安木刻艺术研究》是我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当这本专著最终要面世时，我的心情
是忐忑复杂的：这份研究成果历经六年的时间，总算出版了，自己有一种释负的感觉，对于那些曾经
给予我的研究以帮助和关怀的人们算是有了一个交待，他们的期待和鼓励敦促我将这份成果整理出版
。
对于我个人而言，我更愿意将这份研究成果看成是我步入学术之途的开始，我总觉得它是一件习作⋯
⋯至今，我仍能自嚼其中的青涩之味，但第一步总是要迈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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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中国版画有着悠久的历史，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推动了木刻版画的产生，经唐、五代、宋、元
的发展，木刻版画在明、清时期达至鼎盛。
明代形成了安徽徽州、浙江武林、江苏金陵、福建建安四大刻书地，清代出现了以天津杨柳青、河北
武强、陕西凤翔、苏州桃花坞、河南开封、四川绵竹等为代表的民间年画基地，明清时期各地的画工
与雕皈刻工争奇斗艳，刻制技术日益精进，版画艺术风格丰富多样。
现遗存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佛门经卷、道释画、小说与戏曲插图、画谱、笺谱和民间年画等反映了中国
古代版画的杰出成就。
由于中国古代的木刻艺术属于雕版印刷的一部分，画、刻、印是分离的，这样的版画形态被称为“复
制版画”。
木刻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创作门类出现，是在欢洲文艺复兴期间，以丢勒、荷尔拜因等为代表的艺术
家直接以木刻为媒材创作出具有人文思想内涵的作品，由此木刻脱离了单一的印刷、复制功能，而发
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门类。
中国版画的深刻变革发生在20世纪，以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为肇始，中国版画由传统形态向现代
形态转变，由附属的复制印刷手段向原创的艺术门类转变。
并且，20世纪中国版画的发展，不只是体现在艺术本体方面的变革，而且反映在其艺术变革与中国社
会的历史巨变紧密联系在一起。
无论是题材内容，或是风格形式，新兴木刻创作都可以在中国纷繁复杂的社会会现实生活中寻找到其
血脉渊源。
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在诞生之初就具备两个特点：一是受到了西方皈画的影响；二是与左翼文化运动相
呼应。
这两个特点的形成，鲁迅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1929年成立“朝花社”开始，鲁迅有计划地介绍外国版画艺术，以推动“创作版画”在中国兴起。
在“朝花社”首次出版的外国版画集《近代木刻选集》（一）的小引中，鲁迅指出，“所谓创作的木
刻，不模仿、不复制，作者捏刀向木，直刻下去⋯⋯因为是创作的，所以风韵技巧，因人不同，已和
复制木刻离开，成了纯正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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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延安木刻艺术研究》是我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当这本专著最终要面世时，我的心情是忐
忑复杂的：这份研究成果历经六年的时间，总算出版了，自己有一种释负的感觉，对于那些曾经给予
我的研究以帮助和关怀的人们算是有了一个交待，他们的期待和鼓励敦促我将这份成果整理出版。
对于.我个人而言，我更愿意将这份研究成果看成是我步入学术之途的开始，我总觉得它是一件习作⋯
⋯至今，我仍能自嚼其中的青涩之味，但第一步总是要迈出的。
回想当年的求学时光，那些记忆是滚烫的，特别是重读自己当时所写的后记，研究过程中所经历的一
些事与人依然历历在目。
在这里，我愿意保留这份后记，保留自己曾经的一段心路：三年的学业，我获取的不只是专业知识，
更有严谨、细致、耐心，再加上勇气的学术态度和人生态度。
而将这些惠泽于我的是导师邵大箴教授，是先生引领我进入了延安木刻这个我似曾相识却又陌生的研
究领域，我在研究过程中的每一步深入都离不开先生悉心地指导、鼓励和帮助。
延安木刻艺术研究不乏基础，但是专论延安木刻艺术的著作还没有，因此从事这个课题研究有许多开
拓性的工作要做。
研究延安木刻的起点是回忆录，但是凭记忆和口述的历史只有用实物、文献来参证，才可能构成历史
的基本史实。
而在战争环境下兴起的延安木刻运动，在资料保存方面显得匮乏。
艰苦的战争环境、短缺的物质条件使延安美术活动及事件难以用出版物的形式保存下来，木刻作品大
多以展览、壁报、街头画报、拉洋片等方式发表。
由于战乱，这些活动资料及作品的佚失、被毁是可想而知的。
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延安木刻作品，大多发表在当时延安出版的几种报纸、刊物上，或是保存在历
史博物馆、中国美术馆及作者个人手中的一些作品。
尽管其中不乏延安时期的经典作品，但是要窥见延安木刻的历史全貌却显得不足。
另外，延安美术活动的亲历者，或年事已高或已故去，口述历史也面临枯竭的地步，这些构成了延安
木刻艺术研究的客观困难。
然而，愈是面临这些困难，我愈是感到了搜集、整理和研究延安木刻艺术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延安木刻艺术研究>>

编辑推荐

《延安木刻艺术研究》是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延安木刻艺术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