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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3月5日是周恩来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第一代中央集体领导的重要成员，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他所深爱的祖国和
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为国为民日夜操劳的身影深深地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心中，他崇高的精神和人格如丰碑般屹立在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他110周年诞辰的纪念日，再一次引发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深情的缅怀。
美术界对周恩来的缅怀同样是绵绵不尽的。
如果要列举革命伟人和中国美术的关系的话，周恩来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进程中，他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自觉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方
针，无论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人民共和国全面建设的征途中，都对中国美术的发展给予了直
接的关心和领导。
他本人在文艺上的天赋与素养，使他对美术发展的规律有深厚的理解；从战争时期到和平年代，他与
齐白石、徐悲鸿、何香凝、黄宾虹、刘海粟、傅抱石等一大批20世纪中国美术名家的交往，已成为美
术界和全社会传颂的佳话；而他亲历亲为领导的许多重要美术活动和工作，更是事关中国美术发展的
方向和道路。
可以说，周恩来与中国美术的关系，成为20世纪中国美术历史的重要主题与独特篇章。
中国美术馆策划主办《周恩来与中国美术》这个展览，就是试图从研究的角度入手，通过寻访和勾沉
，展现周恩来与中国美术方方面面的关系，其中包括梳理已有文献，沿着线索继续作深入的追踪走访
，以期获得新的资料。
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对资料的整理，构建起周恩来与中国美术这个主题的有机结构。
尽管限于时间的局限，资料难以获齐，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美术界的许多同志特别是老一辈著名艺
术家和学者以及摄影界的名家、相关机构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关于这个主题的基本序列和结构清晰了
起来，这个主题的价值及其内涵更是愈见鲜明。
周恩来深受世人爱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既有政治家的品质和素养，又有文化人的情愫与爱好。
他热爱生活，也热爱艺术；他懂得生活，也懂得艺术。
他自幼学习诗礼，研习书法，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
少年时期，他在诗词、演说、戏剧等诸多领域都显露出超群的能力。
在学生时代，他有很强的组织和领导才能，善于通过自己的文艺天赋和素养，利用文艺形式从事各种
社会活动。
青年时代的周恩来已经在自己的知识结构中形成了包括美术在内的对文艺独到的理解与认识。
这次，我们在天津博物馆发现了1921年9月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从事共产主义活动时期寄给国内“
觉悟社”同仁的三张西方美术明信片，就是一个令人欣喜的重要收获。
他选择的三张明信片，有绘画也有雕塑，其中米勒的《拾穗者》和罗丹的《青铜时代》都是西方美术
的杰作。
从这种选择中，可见他重视和欣赏有深刻思想內涵并具艺术表现力的美术作品；他在信文中对这些作
品的介绍虽然简短，但十分精辟，如评价米勒是“写实派的巨子”，就点出了这位画家的历史地位；
他在信文中还介绍罗丹的作品藏于“鲁渥美术院”(卢浮宫)、奥特锐松的作品藏于“卢森堡美术院”(
卢森堡美术馆)，足见他对美术名作的了解十分深入，并让人遥想他在巴黎期间踏访美术博物馆的身影
。
这些珍贵原件的发现，不仅证明了周恩来对美术的兴趣与关注，也证明了他的选择和向国内介绍的动
机实与当时如火如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密切关连，是以文艺为启蒙的时代思想的体现。
周恩来与许多中国美术家的关系总是美术界的长者们如数家珍的话题。
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周恩来的人生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紧紧连在一起，但与此同时，他亲自关心过许
多美术家的成长，尊重他们的艺术，与他们探讨美术创作的规律，并且推动美术界的团结。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周恩来与中国美术>>

在亲切的教诲和真摯的情谊中，美术家的思想受到鼓舞，艺术方向更加明确，创作更有动力。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不止一次挺身而出关心、保护美术家，为他们带去希望和勇气。
这次展览筹备过程中收集到的以及美术界人士应邀撰写的大量文章，无不从许多方面汇集成中国美术
家对周恩来的深厚感情。
在中国美术家的心目中，他是一位伟人，更是一位摯友。
20世纪的中国美术是在极为复杂的文化境遇中发展起来的。
从20世纪前半叶战争与动荡的条件，到20世纪后半叶新中国建设的不平凡历程中，中国美术在各种艺
术思想的激荡中逐步鲜明地形成了时代发展的主流，形成了继承传统、关切现实、面向社会、反映生
活、服务人民的正确路向。
这个过程和成果就包含了周恩来对美术工作的长期关心与许多直接领导。
整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美术工作都是由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及党驻国统区
办事处负责的。
他十分重视文艺的特性和规律，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宣传并发展了抗
战美术的方针，直接指导国统区的美术工作，促成了国统区与解放区的美术交流，为发展抗战美术运
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为创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新文艺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党如何领导
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课题上，贯彻并丰富了毛泽东文艺思想。
作为一个日理万机的大国总理，周恩来对美术工作的关怀之多，与美术家的关怀之密，是极其难得的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特殊身份和具有丰厚艺术修养的学者品格使他在领导美术的工作中，不仅仅是以
总理的身份来对美术工作提出要求，同时也以学者的品格切入。
他在中国画院的创建、全国高等美术院校的教学、工艺美术的发展、美术出版及美育普及等方面都给
于了强有力的支持；对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中国美术馆等重大工程的建设也给予了直接的
关怀，从建筑美学与文化意义的角度发表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在亲临视察许多以美术形态为主的文化
遗产时，他作出了抢救保护和面向社会服务的许多重要指示，周恩来为中国美术建设所作的贡献，被
后来的历史证明都真正恩及了社会与来者。
对20世纪中国美术而言，周恩来亲历亲为的许多事件在今天看来更加突显出学术价值与政治意义的一
致性。
例如：在周恩来领导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时期，他往返延安和重庆之间，有多少党的重要文件和资
料要携带，但他不忘把延安美术家创作的木刻作品带到重庆，参加“全国木刻展览会”。
此举对于延安和重庆的木刻界来说都是重要的，因为自新兴版画运动发端以来，中国版画便以它犀利
的战斗锋芒成为最有力量的艺术。
抗日战争开始后，新兴版画分为了以延安为代表的解放区木刻和以重庆为代表的国统区木刻，美术家
两地相望但难以交流。
周恩来带去的延安木刻，具有解放区火热的生活风情与因吸收了陕北民间艺术而形成的活泼风格，可
以说犹如一股崭新的清风吹入“雾都”重庆，令民众看到了解放区明朗的天空，令重庆版画家看到了
思想战友的新作。
有意味的是，此举使得延安的美术成为“全国”美术的组成部分，含有全民族思想相连、同仇敌忾的
深义。
还可以进一步说它的实际影响远不止在版画家。
徐悲鸿在看到延安木刻作品后即发表文章写道：“我在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1942年10月15
日)下午3时，发现中国艺术界中卓越天才，乃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古元”。
其欣喜之情、叹佩之心溢于字里行间。
正是贴近民众、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延安美术作品，感染和影响了包括徐悲鸿在内的大后方美术家群
体，延安美术所展现的崭新的艺术观念由此直接产生了作用，这种作用在后来中国美术的发展中清晰
可见。
再如，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民族艺术的代表，中国画的发展面临着新的选择与考验，也遭遇到不同的
意见乃至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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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中国画艺术在走进新时代之后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作用，并且传承光大，这是事关民族
艺术前途的大事。
身为总理、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以政治家的高度，亲自抓了中国画院的组建与成立，使得一大批著名中
国画家得以受到体制的支持，专心创作，也因中国画院的建立，中国画创作进入了更高的学术研究层
面，在集体创研的氛围中产生了许多佳作。
更重要的是，中国画院的建立，体现了国家对民族艺术的重视与保护，使之走向健康发展的大道。
如此等等，在今天回首之际，能够看到当时我们国家总理所做的这些，都事关中国美术发展的战略要
义。
对于周恩来和中国美术这个课题的研究虽还只是刚刚开始，但在杜修贤、吕厚民、侯波等著名摄影家
的支持下，一批摄影作品让人看到了周恩来与中国美术在一起的形象与神采；反映周恩来总理的美术
作品更是从1950年代就常见于各种美术形式的创作之中，从中国画到油画，从年画到连环画，仅中国
美术馆收藏的各类表现周恩来的作品就达近60件；在他逝世之后，美术界集中创作了大批作品，除了
表达美术家自己的深情怀念，许多作品具有深度的思想内涵和强烈的形式探索，透溢出1970年代后期
整个中国美术思想转型的端倪⋯⋯可以相信，通过这次展览和出版，将引动更多健在的“当事”艺术
家的回顾和学者们的研究，从而使这个课题更加丰满起来。
汇集在这个展览中的全部图文作品，足以让人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到周恩来同志对中国美术事业所
作出的伟大贡献，感受党和国家对中国美术事业的重视与关心。
全部作品连同这个展览也是美术界同志们永远的心香，献给人民的好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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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周恩来与中国美术的关系，是20世纪中国美术历史的重要主题与独特篇章。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周恩来从党的文艺思想和方向的高度，指导中国美术的健康发展。
他与齐白石、徐悲鸿、何香凝、黄宾虹、刘海粟、傅抱石等许多20世纪中国美术名家的交往，已成为
美术界和全社会传颂的佳话；而他亲历亲为领导的许多重要美术活动和工作，更是事关中国美术发展
的方向和道路。

本书立足于中国美术馆的专家对大量历史事实的深入调查和研究后的成果，集中展现周恩来以及老一
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美术事业的关心，反映周恩来从党的文艺思想和方向的高度，对中国美术事
业的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本书还深入浅出地宣传和介绍党的文艺思想、文艺政策的源流与发展，发掘其中的一些规律，对于当
代文艺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
本书是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展现和纪念一代伟人周恩来，更填补了“周恩来与中国美术”这一研究领域
的学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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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最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艾中信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一年了。
在这经受严峻考验的一年里，我和大家一样，以无限的深情怀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周总理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最得力的助手，他一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各项工作（包括文艺工作），严格地贯彻党的方针政
策。
许多文艺工作（包括戏剧、电影、美术等）他还亲自参与、具体领导、督促、检查；原则鲜明，工作
细致，非常注意工作方法。
他的工作作风，模范地体现了毛主席所提倡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和认
真进行自我批评的我党的三大作风，受到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衷心爱戴。
北平解放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曾多次聆听周总理的报告、讲话，也有一些另外的接触，深深感到我
们敬爱的周总理是一位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
他的高尚纯正的思想品德，是我们永远应当认真学习的。
1949年北平解放后不久，周总理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给我们作了政治报告，他首先
分析了三年解放战争的形势，他以坚定的信心指出：“人民解放战争的第四年，将是我们取得全国胜
利的一年。
”他的这个预言不久得到了实现，周总理在这次报告中运用毛主席的文艺思想阐述了文艺队伍的团结
问题、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普及提高问题，以及改造旧文艺等重要问题，指出文艺工作者“应该首先
熟悉工农兵”，“你们要写作，就一定不要忘记表现这个伟大的时代的伟大人民军队”。
同时又指出工人阶级在解放战争中的功劳，勉励“文艺工作者应该特别努力向工人阶级的精神学习”
，因为“一般精神劳动的特点之一是个人劳动，这就容易产生一种非集体主义的倾向”。
周总理还指出“要继续深入乡村工作，为他们服务⋯⋯学习农民，与农民做朋友，以便于写下他们的
艰苦卓绝、英勇奋斗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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