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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形象地讲述关山月
在历史转折时期的思想变化

本次展览，策展团队以关山月于 1983 年撰

写的《我与国画》为线索，分为“图绘人间”“山河

新貌”“人民的形象”三个篇章。陈志云介绍，展

览通过三个篇章，以丰富的作品和文献，直观形

象地讲述关山月在历史转折时期的思想变化。

透过展览，主办方希望观众了解到一位艺术

家如何心怀悲悯，进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理念，

逐渐明白人民在历史中的位置，选择“与人民同

行”，努力“为人民服务”，最后成为一名优秀的社

会主义文艺工作者。

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
成了他艺术风格的基调

上世纪 40年代的关山月，在目睹了人民疾

苦与艰辛生活后，曾在自述中谈道：“我是一个画

家，对于现实的悲惨和幻想的破灭，不能漫不经

心，漠不关心。”于是，他用画笔图绘所见所闻表

达对苦难民众深深的同情。在香港期间，他为平

民画速写，并根据《虾球传》创作连环画，向第一

次文代会全国美展提交作品并入选，在1949年9
月1日至15日展览移至上海展出的目录上，记录

了关山月《重庆东水门》《享堂峡水之流》《纺织》

《春耕》等多幅作品。1950 年，关山月任职广州

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他不再是“卖画的流浪

人”，而成为了新社会的文艺工作者，他自觉思考

“中国画如何为人民服务”，呼吁画家们，运用传

统和外来的优良技法“反映劳动生活、革命斗争

英雄事迹和集体主义的思想感情”，创造出“表现

现实的真实性、思想性、教育性的新写实主义的

绘画”。关山月在自述中谈道：“和工农劳苦大众

接触越多，共同语言也越多，才会想他们之所想，

急他们之所急，才有可能反映他们的生活、思想

和感情。”于是，他身体力行，认真完成革命历史

画《解放海南》的任务，创作了长征题材的系列画

作。教学之余，又与学生一齐上山下乡，深入生
活，如赴闸坡渔港写生，以画笔录下人民群众辛
勤劳动的场面；又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描绘建设
中的汉水铁桥和武汉长江大桥，见证新中国建设
取得的伟大成就。

陈志云介绍，经过思想改造，关山月的山水

画呈现出显著的变化——壮阔的意境中，始终饱

含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的色彩，

这也成了他日后的主体艺术风格的基调。

在人物画题材中，1949年之后，关山月为人

民画像，表现新中国的新人、新事。关山月在这

段时间参加土改、深入生活，加入了时代的洪流

并完成了自我改造。他为渔民、农妇、水产工人、

妇女干部、海军战士等工农兵画像，这些人物画

反映了时代的审美，体现了关山月对于党的文艺

政策的深刻领悟与发自内心的认同。其中，就有

《一封家书》《妇女委员》《穿针》《缝衣》等代表作。

“纪念关山月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展”开幕，策展人陈志云：

关山月的艺术思考，
始终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

日前，“与人民同行
——纪念关山月诞辰一
百一十周年展”在广州艺
术博物院展出。据介绍，
此次纪念展以 20 世纪
40至 50年代的关山月
作品和相关历史文献为
切入点，并以1949年为
时间界线进行前后对比，
展现关山月在历史转折
前后的思考与选择，向人
们呈现了一位追求进步
的美术家受中国共产党
感召，在思想上拥护党的
领导，在行动上践行党的
文艺方针，最终成为“为
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
的文艺工作者的心路历
程。策展人之一、广州艺
博院副研究馆员陈志云
表示，希望通过用“特写
镜头”的方法，梳理关山
月的人民视角。

关山月（1912-2000）

广东阳江人，是我国

当代杰出的国画家，岭南

画派卓有成就的主要代表

人物。1935年进入春睡画

院跟随岭南画派创始人之

一——高剑父学画，在艺

术思想及艺术实践上深受

高氏影响，由高剑父为其

改名为关山月。解放后，

关山月历任广州华南人民

文学艺术学院、中南美术

专科学校、广州美术学院

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

主席、美协广东分会主席，

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广

东画院院长等。

“他始终明确
艺术为人民服务”
收藏周刊：五年前，也有多

个单位联合举办过关山月的大

型纪念展览，比较全面呈现了

他的艺术面貌，这一次的纪念

展主要不同在什么地方？

陈志云：以往的纪念展览

可能更多的是凸显他整体的艺

术成就，会展出很多大型的创

作，也因此，给市民留下了关老

在山水、花鸟等方面见长的印

象。这一次我们尝试了用类似

一种“特写镜头”的方法，梳理

了他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时期

的人民视角。我们发现，在历

史大转折的时期，关山月在艺

术思想上所作出的选择正好体

现在他同期的艺术创作上。

收藏周刊：为什么这次选

取的大部分是人物画，而不是

其他题材？

陈志云：因为人物画能够

直观反映当时老百姓的生活状

态。

收藏周刊：很少有能如此

系统地看到关山月先生的人物

画。梳理之后，能否总结他的

人物画特点？

陈志云：通过梳理，也能看

到关老人物题材表达技法的变

化，在上世纪 40 年代画的人物

画，略显稚拙，尚未成熟，但他

为了贴合时代的需求，他毅然

选择了用人物题材记录反映当

时的人们所面对的苦难。当时

他作品的记录性很强，很多平

民的身影，给人真实的感觉，用

笔则很简约、很精彩。从视角

来看，也是全新的，在此前中国

画的人物题材极少会关注普通

民众的日常劳作。这种转变带

来了表达技巧的转变、绘画风

格上的转变。

从关山月的作品中，可以

感受到他一直强化中国画本来

具备的民族特点，其中，线描的

体现尤为突出，这一点在他的

人物画是很明显的。尽管他的

人物画也借鉴了一点西洋画的

技法，例如空间透视、轻微的光

影效果以及色彩等，但一切都

以中国画审美为主导。

收藏周刊：您认为现在纪

念关山月先生的艺术，可以给

我们怎样的启迪？

陈志云：最受启迪的是，面

对每一个题材，他都能结合新

的时代新的气象，并用独树一

帜的艺术方式表达了出来。这

跟他始终明确艺术为人民服务

的思想方向有关，他紧贴时政，

将艺术思考跟国家和人民的命

运紧密联系起来，并自觉地投

入其中，从而成就了一代大家。

在这幅作品中，关山月别出心裁，他将大桥

施工场景作为远景，而近景则以特写镜头一样

的手法，细致描绘了一艘木筏，占去画面大部分

空间。木筏缓缓驶向大桥的方向，似乎暗示着

国家将从农业国迈向工业化。木筏上的老人面

带微笑，指着远处刚建好的一个桥墩，身旁戴着

红领巾的少年则眼神坚定，他手持画板和铅笔，

准备画下远处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由此可见

大桥兴建过程中的每一个变化都牵动着老百姓

的心。与其他画家注重刻画施工场面不同，关

山月对这一题材的处理更注重观察人民的反应

和表现人民的情感。

■1950年作品《进攻海南岛》。■1953年作品《一封家书》。

■《你瞧！又添了一个桥墩》

■1948年作品《被压榨下的饥民》。

陈志云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