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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的普遍启蒙

———中国宣传画中女性形象的“增补”读解

沈　 榆

(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ꎬ 上海　 ２０００６２)

　 　 [摘　 要] 　 中国宣传画中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符号特性ꎬ其塑造的女性形象在提供美感的同

时ꎬ也成了倡导社会价值的重要载体ꎮ 以宣传画的创作机制为研究基础ꎬ通过回溯女性形象变迁的过

程ꎬ以“增补”式的读解分析其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ꎬ并通过阐述宣传画中女性形象的承启和演进

的路径ꎬ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宣传画中女性形象所提供的美感对于人民大众审美的启蒙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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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宣传画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ꎬ过去

对于其作品中女性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艺

术表现手段方面ꎬ且是通过对于一定数量的作

品进行整理归纳以后ꎬ抽取其共性所做的表

述ꎮ 但是如果将宣传画中的女性形象作为一

个“文本”研究的话ꎬ可以发现还有许多需要

“增补”的叙述ꎬ特别是在追问其女性人物形

象提供的美感之“源流”与“变迁”方面ꎬ因此

有必要重返历史现场ꎬ重审其话语结构ꎮ①[１]２８３

一、左翼文化中女性美学的奠基
作为广泛传播的女性形象ꎬ非常容易联想

到月份牌中呈现的“摩登女性”ꎬ但是比较容

易忽略另一个领域中女性形象的崛起ꎮ 与月

份牌绘画发育成熟的同时期ꎬ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左翼文化运动逐步走上历史舞台ꎬ形成了建

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ꎮ
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波格丹诺夫的“文
艺组织生活”论均成为中国左翼文学的理论来

源ꎮ 作为这场运动的旗手鲁迅更是推动了其由

文学领域迅速扩展到戏剧、美术、电影等领域ꎮ
鲁迅曾经对于月份牌有过尖锐批评ꎬ１９３２ 年他

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月份牌女性是病态的女性ꎬ
月份牌除了技巧不成熟之外ꎬ它的内容尤其卑

劣[２]４１ꎮ 月份牌画家杭稚英还有被留学欧洲回

来的画家汪亚尘当面斥责不配谈美术的痛苦经

历ꎬ其儿子杭鸣时在回忆的时候还谈道ꎬ大部分

月份牌画家为自己不能进入当时的文化精英层

而苦恼ꎮ 这其实也是月份牌自身的困境ꎬ画家

创造了有产阶级奢华富贵的美好生活图景ꎬ但
是大部分却是挂在收入微薄的无产阶级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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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ꎬ成了一个画饼充饥的东西ꎮ
当时一些在日本留学学习美术、图案设计

的中国青年ꎬ历经日本“无产阶级美术运动”
和现代戏剧的洗礼ꎬ回国以后纷纷将自己的表

现对象聚焦于现实生活中底层的劳动女性ꎬ这
种艺术家自觉走出小资产阶级的“阁楼”ꎬ走
向社会“十字街头”的艺术创作态度ꎬ造就了

一批艺术作品ꎬ重新塑造了中国女性的真实形

象ꎮ① 这一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伟大运动ꎬ
虽然在上海的主阵地只存在了 ６ 年时间ꎬ但是

其思想和创作实践遍布全国各地ꎬ因而留下了

丰富的思想遗产ꎮ
在左翼文化运动推动下的左翼美术运动ꎬ

强调美术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服务ꎬ提倡为民

众服务的“大众美术”ꎬ在美术创作领域取得

丰硕的成果ꎬ尤以新兴木刻的显著成绩而引人

注目ꎬ对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ꎮ
上海作为左翼美术运动的重镇ꎬ保留了完整的

思想体系ꎬ当年受到其深刻影响ꎬ或间接接受

左翼美术运动思想的艺术工作者历经革命斗

争的洗礼ꎬ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后ꎬ迅速恢复

了艺术创作工作ꎬ还有一些人走上了艺术创作

的管理和领导岗位ꎬ这一支力量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在改造月份牌画家创作思想方面发挥了

积极的作用ꎬ引导了他们在保留、改良原有表

现技巧的基础上创作宣传画、新年画ꎮ
月份牌画家开始通过体验现实生活ꎬ收集

工业、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女性形象创作宣传

画ꎬ早期虽然在劳动女性形象的塑造方面还多

少遗留了月份牌女性的痕迹ꎬ但是通过尝试以

真实的劳动环境的描绘、生产工具的细致刻

画、劳动女性人物服饰的再现ꎬ实现了初步的

转型ꎮ 遗留的问题是ꎬ因为过分真实地刻画人

物所在的劳动环境、服饰、道具ꎬ所以反而削弱

了画面中女性人物的风貌ꎮ 这是由于仍然使

用了传统月份牌的表现技巧ꎬ但却需要表达新

的内容ꎬ形成了内容与形式相脱节的问题ꎮ
面对这样的问题ꎬ月份牌画家试着将劳动

女性的形象与劳动环境更加密切地结合起来ꎬ

特别在表现女性农民形象方面进行新的突破ꎬ
别出心裁地将其与丰硕的劳动成果并列ꎬ于是

鲜艳欲滴的瓜果、活泼可爱的禽畜、颗粒饱满

的庄稼都成了画面中的元素ꎬ将这些东西画得

逼真、漂亮是他们的拿手好戏ꎬ因为原来月份

牌的创作就有画面要做到“亮、光、糯”的传

统ꎮ 而在女性农民形象表现方面ꎬ不再强调全

身的人物形象的完整表现ꎬ而是多取半身、或
蹲姿ꎬ脸部刻画强调表现皮肤的固有色ꎬ结合

自然的光影下形成的明暗关系加强其立体感ꎬ
重点表现在自然的光影下其服装衣褶变化形

成的韵律ꎬ再将人物与瓜果、禽畜、庄稼相配

合ꎬ并让后者占据较大的画面ꎬ强调了这些成

果就是女性作为劳动者的价值所在ꎬ所以女性

农民既是一名光荣的劳动者ꎬ也是劳动成果的

拥有者ꎬ因而女性人物的表情是喜悦和满足

的ꎮ 由于女性人物的精神面貌用感性的方式

被表达了出来ꎬ这样就使得作品的内容与形式

达到了高度的统一ꎬ增强了艺术性ꎮ
二、宣传画中女性形象话语的先进性
毛泽东在 １９５５ 年«妇女参加劳动阵线»

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伟大社会ꎬ最重要的

是唤起广大妇女参加生产活动ꎮ 男性和女性

必须在生产中同工同酬ꎮ 真正的两性平等ꎬ只
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

现ꎮ”这是对新中国全体女性的要求ꎬ因此ꎬ
“女性能顶半边天”的思想在宣传画中的表达

经常以女性群像的方式来呈现的ꎬ所表现的是

女性的集体力量ꎬ而提倡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

发展的时代要求ꎬ个体的女性是作为“螺丝

钉”发挥作用的ꎮ 这种观念反映在宣传画的

创作方面ꎬ一是女性形象以群像的形式出现ꎬ
其人物只有职业特征ꎬ没有个体特征ꎬ且动作

强调整齐划一ꎬ其二是对于女性性别差异的淡

化乃至彻底消除ꎬ这种男性化的塑造实际上反

映的是当时火热的革命斗争与生产建设的社

会需要ꎮ 基于这两点ꎬ传达了女性作为一个集

体的力量ꎬ也表达了“男性能做到的女性也能

做到”的“无差异平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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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徐怀沙:«沈西苓及其电影创作活动»ꎬ«中国电影»ꎬ１９５８ 年第 １ 期ꎻ孙萌:«以笑写哀 悲喜交集———论诗性喜剧电影

‹十字街头›‹马路天使›»ꎬ«当代电影»ꎬ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ꎮ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本全国性妇女

期刊———«中国妇女»杂志ꎬ１９３９ 年 ６ 月诞生在

延安窑洞里ꎬ毛泽东亲自题写刊名ꎬ并赋诗祝

贺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ꎬ«中国妇女»杂志

成为全国妇联机关刊ꎮ 作为党的妇女宣传工作

重要思想舆论阵地ꎬ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

史时期ꎬ杂志发挥了重要的妇女思想政治引领

和舆论引导作用ꎮ 它像一面旗帜ꎬ引领中国妇

女风雨前行ꎬ伴随了几代中国女性的成长ꎬ很长

的一段时间里ꎬ«中国妇女»杂志都采用了妇女

群像作为封面ꎮ １９６５ 年第 ９ 期采用了宣传画

«革命的女战士ꎬ生产的红旗手»作为«中国妇

女»杂志的封面ꎬ１９６６ 年第 ３ 期又采用了宣传

画«沿着革命化道路奋勇前进»作为封面ꎮ 两

张作品的构思异曲同工ꎬ表现的女性职业也是

大同小异ꎬ是工人、农民、教师、民兵的形象ꎬ前
者人物依次形成前大后小的布局ꎬ体现了工人

阶级的领导地位ꎬ四个女性形象脸部特征的刻

画并没有太大差异ꎮ 前者采用红色调ꎬ人物的

外形用黑色的线条勾勒ꎬ强调了画面整体的力

量感ꎬ背景是工农业生产的场景ꎬ高压输电塔占

据了醒目的位置ꎬ作为工业产品的拖拉机出现

在农业的场景中ꎬ表达了工业支援农业的策略ꎮ
这幅作品的作者刘秉礼这一时期主要在广州从

事电影宣传画工作ꎬ与同时代的广东画家一样ꎬ
对于画中表现的人物具有高度概括、提炼的特

长ꎬ运用的色彩饱满、浓烈ꎮ 后者«沿着革命化

道路奋勇前进»一画的作者通过“透视”形成了

一个巨大的方向盘ꎬ由工人身份的女性掌握方

向ꎬ从而点明了主题———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ꎮ
后面的几位女性分别代表了民兵、农民、工人和

教师四种不同的职业ꎮ 画面呈中轴线对称构

图ꎬ后方四人自信、欢乐的面部表情几乎完全一

致ꎮ 作品基本以平涂方式绘就ꎬ没有素描结构

关系ꎬ平面展开的风格有很强的形式感和舞台

感ꎬ他们沐浴在阳光中ꎬ奔向各个工作岗位ꎮ 背

景是一色的蓝色天空ꎬ但值得注意的是右上角

画家画了几根电线ꎬ表示着国家已经走上了电

气化的道路ꎬ而电气化无疑是国家现代化的一

个重要标志ꎮ 作品的构图体现了画家长期从事

舞台美术设计的特点ꎬ构图不讲究透视而是一字

排开的通景式ꎬ女性驾驶的是汽车还是拖拉机其

实画家并没有交代清晰ꎬ但这已经不重要ꎬ关键

是方向盘ꎬ代表着对正确的前进方向的掌握(图
１、图 ２)ꎮ

图 １　 «革命的女战士ꎬ生产的红旗手»
刘秉礼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１９６５ 年

图 ２　 «沿着革命化道路奋勇前进»
高喆民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１９６５ 年

１９７２ 年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发表 ３０ 周年ꎬ全国美术展览会、
全军美术展览会开始征集作品ꎬ核心的指导思
想是广泛展示基层业余艺术家创作的作品ꎬ以
体现来自生活、表现生活ꎬ艺术为人民服务ꎬ人
民群众是艺术的主人的思想ꎮ 全国美术展览
会、全军美术展览会展出的作品被视为是思想
性、艺术性的高度统一的典范ꎬ因此许多作品
直接被大量印刷后作为宣传画发行ꎮ 油画
«我是海燕»就是当时的一幅代表作品ꎬ展出
以后被«人民日报»«人民画报»«解放军报»等
各大媒体广泛报道ꎬ人民出版社则选作宣传画
发行ꎬ国家邮电部 １９７３ 年 ３ 月 ８ 日还以此画发
行了纪念邮票ꎮ 作者潘嘉俊当时还是个 ２３ 岁
的战士ꎬ没进过美院进行系统的美术学习ꎬ之后
被调到广州军区的美术班进行培训ꎮ 他曾经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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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广州军区美术宣传组到万山要塞体验生活ꎬ
南方多雨ꎬ海岛上更是风大雨狂ꎬ他亲眼看见了
电话线路维护兵即使在狂风暴雨中ꎬ也要抢修
线路和设备的情景ꎬ十分感动ꎮ 但是根据“抢
修情景”而创作的草图却没能通过ꎬ创作评议
小组认为表现的内容太过专业ꎬ怕群众看不懂ꎮ
但这只是表面的理由ꎬ深层的含义是ꎬ没有表现
典型的英雄人物ꎬ作品没有感召力ꎮ 一般来说ꎬ
业余的作者都会出现这种情况ꎮ

后来ꎬ潘嘉俊顺着“电话线路”这条线ꎬ把
两个男战士改成了一个女兵ꎬ把当初的横构图
变成了竖构图ꎮ 画面中女兵的身形几乎占据
了画面尺幅的四分之三ꎬ面庞饱满红润ꎬ眼神
坚毅ꎬ面露自信的微笑ꎬ仿佛是抢修好电路后
自信地向“总部”汇报情况ꎮ 由于采用了仰视
视角ꎬ女战士在高高矗立的电杆顶部ꎬ让观者
从视觉效果与心理上同时产生崇高感与敬佩
感(图 ３)ꎮ 作品令人联想起当时家喻户晓的
苏联作家高尔基散文«海燕»中的名句:“像黑
色的闪电掠过海面ꎬ海燕骄傲地呼喊着ꎬ让暴
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ꎮ”高尔基文中的海燕代
表着无产阶级ꎬ具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ꎮ 这一
幅画中“海燕”既是话务兵的联络暗号ꎬ还寓
意着女战士就是暴风雨中的海燕ꎮ①

图 ３　 «我是海燕» 　 潘嘉俊

人民美术出版社　 １９７２ 年

新中国的女性有明确的任务ꎬ也有具体的

一系列措施最大限度地将女性的劳动积极性

调动起来ꎮ 在宣传画中ꎬ通过适当表现女性的

性别特征ꎬ可以来提示生产活动中的女性的责

任ꎮ 因此在作品创作中ꎬ女性个体作为“螺丝

钉”发挥的作用描述也是不可忽视的ꎮ 面对

中国当时众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ꎬ对于女性的

劳动态度和责任ꎬ宣传画表达的是更加具体的

要求ꎬ那就是要立足生产岗位ꎬ贡献出自己的

力量ꎮ 因此作品会“设计”许多具体的生产环

境ꎬ明确女性应该完成的工作ꎬ其中在农业生

产、工业生产中的纺织、印染行业中ꎬ由于女性

占据了很大的比例ꎬ因此ꎬ以这些行业中的先

进典型人物为原型进行创作提炼是一项复杂

的任务ꎬ因为作品既要表达女性的奉献ꎬ也要

表达女性的劳动成果为国家、社会发展带来的

美好前景ꎬ由于女性不同于男性的特质和经

历ꎬ必然会提供不同于男性的话语表达ꎬ这种

话语需要思想性和艺术性共同来表达ꎮ
为了达到以上艺术创作的目标ꎬ在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代ꎬ一批来自工农业生产、解放军部队

基层的美术人员相继进入到创作队伍中来ꎬ因
为他们来自基层ꎬ来自他们熟悉的生产、战斗

环境ꎬ所以在“表现现实生活、表现女性的力

量”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ꎬ但是这些创作的最

终目的还是激发全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

热情ꎬ所以需要摆脱 ６０ 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狂
飙美学”的样式ꎬ代之以新的艺术主题来塑造

新的女性形象ꎮ 于是出现了一种新的创作模

式ꎬ即 “ 基层的美术人员构思———集体把

关———基层 的 美 术 人 员 修 改———主 题 确

认———基层的美术人员完成作品———老画家

画面润色、改画———完成作品展出、传播”这

样一个过程ꎬ出版社甚至在工厂、农村开设美

术学习班ꎬ召集基层人员一边学习ꎬ一边创作ꎬ
以求达到思想性、艺术性的高度统一的目标ꎮ
这个时期艺术风格十分严谨ꎬ工笔重彩类型的

作品、油画作品影响了宣传画的创作ꎬ伴随其

绘画技巧的运用ꎬ展现了有活力的女性形象ꎬ
活力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美ꎬ在画面中各种场

—４—

①　 周伟:«雨猛青松挺ꎬ海燕穿云飞»ꎬ«美术资料»ꎬ１９７３ 年第 １ 期ꎮ 来自上海警备区的周伟发表观感ꎬ认为画中的人物就是

高尔基笔下在暴风雨中展翅飞翔的“海燕ꎮ”这是当时人民群众评画的一种通用方式ꎬ来自工厂、农村、部队的人民群众对口评论工

业、农业、军事题材的作品ꎮ



景、道具乃至人物服饰的安排ꎬ体现了黑格尔

在其«美学»一书中曾经表述过的一种理想的

秩序、和谐的社会环境ꎬ这同样是一种美[３]３３１ꎮ
从宣传画表达的内容来看ꎬ仍然是女性在

农业、工业、服务业、卫生、教育等不同领域承

担的工作的图景ꎬ通过图像中表现的女性独立

人格和思想ꎬ往往是指向其社会角色的ꎬ其更

深层次的用意是强调女性的社会责任ꎮ 当这

些意图在宣传画中被具体表达时ꎬ已经超越了

具体的生产、劳动、服务等具体的领域ꎬ演化成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者形象ꎮ 因此ꎬ当
宣传画家表现在田间劳动的农村女性时ꎬ必须

赋予“农业丰收的承诺者”的形象特征ꎻ在表

现纺织、印染行业的工厂女工时ꎬ必须赋予

“美丽生活的代言者”的形象特征ꎻ在表现为

卫生、防疫而工作的女性时ꎬ必须赋予“细心

周到的呵护者”的形象特征ꎻ在表现从事教育

工作的女性时ꎬ必须赋予“道德修养的培育

者”的形象特征ꎮ 所以在宣传画中除了女性

人物形象的塑造需要提炼之外ꎬ其“设计”的

道具也是达成其形象特征的要素ꎬ如环绕着女

性农民的丰收果实和她使用的拖拉机、水利设

施、纺织女工手持的漂亮花布和她使用的机

械、女营业员展示的优质商品等等ꎬ大凡摆在

女性周围的一切东西ꎬ就感觉到他们都是由她

自己创造和驾驭的ꎬ因而感觉到所要应付的这

些外在事物就是自己的事物ꎬ不显得是一种劳

苦ꎬ而是一种轻松愉快的工作ꎮ 宣传画通过运

用“整齐一律”原则ꎬ通过画面上安排的情节

结构、人物的组合、姿态、动作、衣褶ꎬ展现出新

的、可见可闻的景象ꎬ观众按照自己的情感和

思想在艺术作品中发现之ꎬ而且能够和所表现

的对象起共鸣ꎮ
诚然ꎬ在赋予女性的社会责任的同时ꎬ宣

传画也展示了女性未来的发展“空间”ꎮ 从女

性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看ꎬ要求其个人增强社

会意识、社会责任感是一个具体的要求ꎬ但是

没有一个完善的社会环境ꎬ女性个人的发展就

缺乏最根本的保障ꎬ女性个人的发展只有在整

个社会的大发展中才能更有保障ꎬ这一点在宣

传画女性人物的背景中得到表达ꎬ画面上在女

性形象的背景中ꎬ无论是配以诗意的田园风

光、火热的工业大生产场景ꎬ还是配以晴朗辽

阔的天空、风起云涌的大海等场景ꎬ都隐喻着

社会为女性的作为提供了“空间”ꎮ
与上述“英雄式”的女性形象表达相对

应ꎬ在“牧歌式”的女性形象表达中ꎬ 主要强

调抒情性ꎬ表现内心的情绪ꎬ因此不必将其背

景、道具以写实的面貌详尽呈现ꎬ多是以中国

民间艺术的装饰手段为基础来表现ꎬ并不强

调她对于劳动工具的掌控ꎬ展现由她创造的

劳动成果这一类话语ꎮ 这一类作品数量有

限ꎬ提供的美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只能持

续很短的时间ꎮ
三、宣传画中女性形象美感的转型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以后ꎬ在美学思想复苏

并被人们推崇为“美学热”的情形下ꎬ宣传画

中的女性形象是理想与完美的化身ꎬ其提供的

美感是契合当时的文化语境的ꎮ 从世界美术

史上的浪漫主义运动来看ꎬ其作品都以表现生

活中的“平凡人”为核心的ꎬ此时的中国宣传

画艺术家们也是如此ꎬ大多从领袖回到了身边

的平凡人当中ꎬ回到日常之中ꎮ 由于年画已经

回归了传统题材ꎬ形成了与宣传画相对分离的

趋势ꎬ宣传画中女性的形象就势成了中国人民

憧憬美好未来的主要载体ꎬ而以科学技术现代

化为核心的国家现代化愿景ꎬ再一次激发了人

民的想象力ꎬ宣传画家则竭尽全力ꎬ将属于全

体人民的想象兑现成科幻式的图像ꎬ呈现给时

代ꎮ 女性形象与当时象征科学的符号———化

学实验室并置ꎬ形成了“同在”关系ꎬ进而与原

子能符号形成了“同构”关系ꎬ来象征对于先

进科学技术的掌握ꎬ这一方面使抽象的科学技

术概念形象化ꎬ另一方面还可以延伸宣传画的

内蕴、创造一种艺术意境ꎬ以引起人们的联想ꎬ
增强宣传画的表现力和艺术效果ꎮ 这两类宣

传画作品有效地对冲了当时“伤痕文学” “伤
痕美术”带来的阴影ꎬ有力地回应了时代的审

美需求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历经各种探索和尝试后ꎬ

宣传画中的女性形象被各种不同风格的技巧

所表现ꎮ «创优质产品ꎬ为生活增添锦绣»«百
—５—



问不厌ꎬ百挑不烦»等作品为观众带来崭新的

生活图景ꎬ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宣传画中融入

了一系列新型的工业产品ꎬ并继而顺理成章地

将女性完全塑造成了品质生活的阐释者的形象

(图 ４、图 ５)ꎮ 由于这些作品具有简洁的平面装

饰风格ꎬ因而被后人认为是当初在中国盛行的

“平面构成”“色彩构成”技巧进入宣传画创作

领域的胜利ꎬ其实这只是表面的读解ꎬ其本质是

关于宣传画自身作用再思考的结果使然ꎮ

图 ４　 «创优质产品ꎬ为生活增添锦绣»
沈绍伦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

图 ５　 «百问不厌ꎬ百挑不烦»金纪发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１９８３ 年

　 　 这个时期在«美术»杂志上有若干次关于

宣传画创作的专题讨论ꎬ其中谭云森的结论

是ꎬ 政治宣传画不仅可以用来宣传党的方针

政策ꎬ而且也可以配合经济建设ꎬ普及科学知

识ꎬ同时还是对人们进行共产主义道德风尚教

育的形象宣传手段[４]ꎮ 作为国家级美术杂志

发表这样的观点无疑具有导向性ꎬ所以在

１９８３ 年第 ３ 期、１９８４ 年第 １ 期的«美术»杂志

上相继发表了讨论在新时期做好宣传画创作

工作的文章ꎬ再一次推动了宣传画创作中女性

形象的转型ꎮ 从创作以及发行数量上来看ꎬ
１９８０ 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宣传画 ２ 种ꎬ共
发行 １２ 余万张ꎬ１９８１ 年为 ７ 种ꎬ共发行 ６３ 万

张ꎬ１９８２ 年由于出版中小学生守则、职工守

则ꎬ印量增至 ５８９ 万张ꎬ仅次于 １９５８ 年、１９５２
年ꎮ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１９８０ 年为 １４ 种ꎬ共
发行 ７７ 万余张ꎬ１９８１ 年 ３０ 种ꎬ共发行 ３１７ 万

余张ꎬ１９８２ 年 ３１ 种ꎬ共发行 ２５３ 万余张ꎮ 其中

１９８３ 年«全国宣传画展览»上展出的作品强化

了宣传画提供新的美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ꎻ从
宣传画创作实践本身来看ꎬ画家们更加侧重于

用大胆的构思和新颖的形式来营造一种“气
氛”ꎻ从观众的角度来看ꎬ当时的中国以商业

广告为主的视觉图像尚处在雏形阶段ꎬ其营造

的“气氛”不足以吸引观众的目光ꎬ而当时的

主题绘画创作似乎还只能承担传统美感的供

给ꎬ且是在各种美术作品展览上展出ꎬ观众的

数量有限ꎮ 因此ꎬ大量张贴的宣传画正好填补

了这个空白ꎬ大量的观众通过欣赏宣传画ꎬ感
受到了由“气氛”提供的美感ꎮ 这一创作、欣
赏过程暗合了“气氛美学”的基本理论①ꎮ 这

一阶段的宣传画出版机构在推荐作品的时候ꎬ
常常使用“展现气氛” “象征意义” “感染力”
等词②ꎮ 同期的主题绘画艺术家们的创作也

开始借鉴宣传画创作的思想ꎬ两者相互促进ꎬ
作品在各级美术作品展览会上也大放异彩ꎬ如
同时涉足油画和宣传画创作的(下转第 １９ 页)

—６—

① “气氛美学”理论由德国哲学家、美学家格诺特波默提出ꎬ１９９５ 年他的著作«气氛美学»出版ꎬ已有中译本ꎮ 他认为一切气

氛制造的活动都可以视为审美活动ꎬ“气氛”并非仅指对于周围环境的主观感受ꎬ也不是空间中的客观存在ꎬ而是介于主体和客体、
感知者和被感知者之间的ꎮ 此处并不是用“气氛美学”理论来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宣传画中的女性形象创作、传播形态做定论ꎬ而只

是为其“增补”的读解引入一些思想资源ꎮ
② 多份«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新书目预告单»手书填写件ꎬ由责任编辑、主任编辑、总编辑共同签发ꎬ记载了宣传画作品的

主题、大小开张ꎬ作者姓名、创作时间ꎬ同时有 １００ 至 ３００ 字左右的说明ꎬ用以推荐作品ꎮ 本文作者收藏ꎮ



纯粹地促使西方绘画和其艺术理念在中国的

传播ꎬ并未过于强调犹如前文所论之人意欲改

良中国画、守成中国绘画传统的愿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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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６ 页)徐文华继油画作品«晨»获 １９７９
年第五届全国美术展览会银奖之后ꎬ宣传画

«拼搏ꎬ胜利»获第六届全国美术展展览会银

奖(图 ６)ꎮ 以上两幅作品都以富有时代气息

的女性形象来表达ꎮ

图 ６　 «拼搏ꎬ胜利»徐文华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１９８３ 年

四、余论
宣传画中女性形象的变迁并非是线性发

展的ꎬ而是充满着回溯、多元的特征ꎬ宣传画对

于女性社会角色的确认ꎬ一方面是唤醒女性自

我意识ꎬ另一方面通过其表现的美感ꎬ有效地

传达了作品的主题思想ꎬ更加增强了作品的宣

传鼓动作用ꎮ 就“增补”读解的意义而言ꎬ它
不仅仅只是增加或补充了信息ꎬ实际上是一种

对于宣传画作品理解的延伸ꎬ或者说是在更加

广泛的社会背景中来读解宣传画表现的女性

形象的价值ꎬ所以增补之后是期待可能出现的

更多的增补ꎬ其意义在不断地增补过程中也变

得越来越丰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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