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美术出版社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新时代出版人

的责任担当，把握时机，慧眼识珠，创新策划，精心构思，

将版画独特的艺术形式与中共党史的百年征程有机结

合，隆重推出《时代印迹——中国版画一百年》。这部鸿

篇巨制，分为上、中、下三卷，收入版画作品1200余幅，汇

集中国现代版画名家佳作，精彩纷呈，既反映新兴版画成

长发展的进程，更从艺术视角充分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这部版画集作为历史与艺术的

缩影，彰显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做出的不可

替代的伟大贡献，在近代中国美术史册上留下难以磨灭

的瑰丽华章。

新兴版画反映出民族危难和革命艰辛

新兴版画发端于1930年，是在新文化运动旗手鲁迅

亲自倡导和扶植下诞生发展起来的，被誉为“时代的战

鼓”“革命的号角”。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于中国人民的

革命斗争来说，是一个尖锐、复杂、激烈的特殊时期，阶级

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腥风血

雨、生死存亡的危机。

在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后，中国共产党面临危急关头，

为了挽救革命毅然作出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重大

决策。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国工农红

军被迫进行举世瞩目的万里长征，在地球上描绘出了一

条红飘带，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感人

篇章。收入这部版画集的有邹达清的《八一南昌起义》、

力群的《毛主席像》、徐英培的《井冈山斗争生活组画》、吴

俊发的《方志敏》、李桦的《过草地》、宋广训的《红军过雪

山》、江碧波的《飞夺泸定桥》、古元的《延河水宝塔山》等，

就是十年内战的记录。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民族掀起抗战的热潮。这个

时期的版画不仅数量多，而且爱国情结深。版画家们挺

身而出，以画笔当刀枪，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唤起同

胞们的觉醒，与亿万人民一起投入抗日斗争的洪流，如陈

铁耕的《屠杀》、李桦的《怒吼吧，中国！》、沃渣的《抗战总

动员》、江丰的《到前线去》、郑野夫的《前赴后继》、胡一川

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梁永泰的《英勇杀敌》等等，像一

把把利剑刺向日本侵略军。

更可贵的是，不少版画家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文化

封锁，创作出许多反映共产党员和八路军在毛泽东思想

引领下英勇抗日的作品，如范云的《大战平型关》、李少言

的《八路军在华北》、彦涵的《狼牙山五壮士》（8幅）、李宏

仁的《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等，批驳了“八路军游而不

击”的谬论，充分肯定和称赞了共产党及人民军队在抗日

斗争中的重大贡献。

版画为争取全国解放鼓与呼

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普遍希望国内和平，实现民主

建国。中国共产党顺应人民愿望，毛泽东、周恩来亲赴重

庆与国民党谈判，努力争取和平民主，签订国共两党“双

十协定”，但不久蒋介石就背信弃义撕毁协议，以国民党

军进攻中原解放区为标志，内战终究还是全面爆发了。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被迫实施自卫还

击。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

攻和重点进攻。1949年4月，继三大战役后，又发起渡江

战役，百万雄师打过长江去，向江南进军。古元的《打过

长江》、彦涵的《渡江战役》这两幅气势磅礴的套色木刻，

集中体现了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宏伟场面。力群的

《朱总司令》、张漾兮《我们自己的队伍回来了》，则呈现出

红军革命根据地的广大群众，迎接解放大军的喜悦心

情。“前方打老蒋，后方挖蒋根”的老解放区流行语，表达

了为了摧毁国民党统治的社会基础，做好支前工作所开

展的土地改革运动，声势浩大，影响深远。赵延年的《打

倒封建堡垒》、古元的《烧旧地契》、牛文的《丈地》等，反映

出广大农民从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分得了土地，当上主

人翁的愉快心情。

反对蒋介石集团的斗争，有两条战线：一条是解放战

场的军事斗争，一条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这两

条战线紧密配合，使反动统治者处于两面夹击、全民包围

中，惶惶不可终日，加速其灭亡。徐甫堡的《五二〇事

件》、吴强军的《红岩魂》、李桦的《怒潮——抗争》、赵延年

的《花米》就是第二条战线斗争的写照，标志着国统区人

民已经觉醒，加入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版画热情讴歌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民族复兴的新纪元，

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许多版画家亲身经历过受侵

略、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怀有深切

的情感，热情欢呼国家独立、人民解放。袁庆禄的《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王琦的《人民万岁》（组画）、邵黎

阳的《胜利的旗帜》、古元的《写给敬爱的毛主席》等，都是

他们发自内心的表白。

新中国在国民党溃退中接下了一个烂摊子，国家财

政相当困难，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能否在短期恢复和发展

生产力，是摆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面前的严峻考验。经过

三年的艰苦努力，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工

农业生产的主要指标达到和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力群的《制订生产计划》、赵延年的《和时间赛跑》、杨先让

的《大庆会师》、古元的《鞍钢的修复》、沈柔坚的《河水让

路》、王琦的《在建设中的汽车厂》、洪世清的《建设中的新

安江发电站》、梁栋的《移山造海》、李桦的《一楼盖成一楼

又起》、董其中的《送春肥》、古元的《秋耕》、李桦的《织渔

网》等等，以众多作品歌颂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出色成就。

中国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大家庭，党和政府一贯

重视民族政策，使汉族和少数民族结成血肉相连、不可分

离的新型关系。新中国的版画家对民族地区十分关注，

深入少数民族地区采风，创作出一大批具有民族特色和

中国风格的作品，如李少言、牛文的《当和平解放西藏的

喜讯传到康藏高原的时候》、黄永玉的《阿诗玛》、李焕民

的《扬青稞》、谭权书的《草原汽车站》、彦涵的《天山牧歌》

等，形象地反映出民族地区的新面貌，为党的民族政策增

砖添瓦。

版画为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唱响赞歌

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了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创出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代大权的《顽强的希望》、黄

丕谟的《春风春水江南》、杨可扬的《浦东之春》、韩黎坤的

《来自开发区的报导》，尤其是张国琳的《生死印》，生动地

重现了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在灰暗的油灯下，签订

包干合同书并接下红手印的情景，成为农村改革的先声

和序幕。

4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极大地改变了中国

的面貌，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历史性飞跃。版画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追随时代，反

映时代，为时代服务。如王琦的《一日千里》、邵克萍的

《南浦建大桥》、王僖山的《在希望的田野上》、赖少其的

《海港灯光》、宋恩厚的《五颜六色》、方利民的《黄金周》

等，形象地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的

发展。

版画歌颂新时代给力新征程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共产党十

八大召开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科学分

析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了新时代。经过这8年的艰苦努力，解决了许多长

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

有办成的大事，现在我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版画家们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用新作品歌颂新时

代，收入这部版画集的有陈彦龙的《男儿逐梦》、罗贵荣

的《时间·时间》、胡大伟的《时代脊梁》、周吉荣等的《天

眼》、刘中国的《晨曲》（高铁时代）、隋自更的《起飞》（中

国航母）、徐增英的《中国商飞》、徐娜的《丝路古今》、应

金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张敏杰的《广场上的舞蹈》

等等。

江西美术出版社和《时代印迹》主创团队经过两年多

艰苦努力，把这套不可多得的版画集奉献给社会。它很

有出版价值、艺术价值，值得专业人员收藏，也值得大众

读者欣赏。我向各位推荐这套版画集，期待大家领悟思

想内涵，鉴赏版画艺术。

时代印迹——世纪刻痕见证党的百年征程
■邵维正（少将军衔，专业技术一级，资深教授，著名党史专家）

版画是中国原创的一种绘画艺术形式，以民

族复兴为宗旨，以现实主义为基调，其特质和优势

是最能反映生活，贴近民众，有很强的时代性、人

民性和战斗性，理所当然成为战争年代革命者的

战斗武器，成为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成为记

叙历史的重要载体。

百年征程与辉煌，使古老的中国发生了天翻

地覆的巨大变化，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已经呈现出曙光。版画以其特有的风

格和优势，彰显出近现代中国发展的主旋律，着力

表现爱国、救国、兴国、强国的历史进程，给人们带

来了鼓舞和力量。这也正是中国新兴版画所要反

映的最大现实、所要讴歌的最有价值的时代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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