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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吼的黄河》

前言

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始终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特別是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国人民在抗
日烽火中经历了屈辱、愤怒、抗争、拼搏与胜利的曲折的和艰难的道路，终于迎来了民族独立和解放
的曙光。在这段血与火交织的岁月里，大浪淘沙，烈火铄金，中国现代美术在美术形式的开拓与创新
，民族化和大众化的进展，艺术家思想与风格的转化以及爱国主义主题的高扬等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
的成就，在美术史上留下永久引为自豪的光辉篇章。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新美术经
历了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向封建主义文化和东西方
列强企图吞并中国而发起猛烈冲击的大潮中，新文化运动中确立的一个明确观念就是文化艺术必须发
挥积极的社会作用，应该是改革社会，改善人生，振兴民族的“器械”，这就要求美术具有“民族的
、科学的、大众的”性质。五四运动之后，民众的反帝爱国情绪异常高涨，自九一八事变起，新美术
进入了第二发展阶段，抗日救亡成为这一阶段文艺作品的具体化内容。30年代初期，中国的阶级矛盾
、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社会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在鲁迅倡导、培育下；以新兴木刻艺术为代表的左翼
美术运动异军突起。新兴木刻艺术的鲜明特点在于，它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美术的旗帜，坚持为人生而
艺术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成为美术界一支向一切压迫者、侵略者作坚决斗争的生力军。由于木刻制
作简便，容易流传，美术与人民大众的关系又前进了一大步。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卢沟桥
点燃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火。中华民族面临空前浩劫，国家存亡悬于一线。战争的隆隆炮声使得抗日
救亡成为美术创作压倒一切的主题，反映和宣传抗战，影响和教育人民参加抗战的题材一时成为主要
内容。国难当前，“先是国民，然后才是文艺家；先有生活，然后才有文艺”。美术家纷纷离开生活
的都市，走向农村城镇，赶赴前线，报效国家。救亡运动似风起云涌，巨浪掀天；美术团体如雨后春
笋，蓬勃繁荣。在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方面，素有反帝传统的木刻与漫画成为先锋和主力。美术家们
走上街头举办展览，宣传抗日救亡的意义，鼓动前线将士杀敌。所到之处，不仅在群众中产生了强烈
影响，而且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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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吼的黄河》

内容概要

中国美术史上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宏伟史诗中的一段不可或缺的华章。《怒吼的
黄河(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美术)》把抗战时期美术家的作品再现在我们面前，编排上分为三大板块：第
一板块，以“怒吼的黄河”这篇素描式勾勒抗战美术全貌的文章为主线，配以老照片、老杂志，力图
较为全面地展现出当时的历史轮廓及这一历史时期的事件与人物。第二板块，从收到的l000多幅美术
作品中，挑选出300余幅，编排成“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前方打东洋、后方支前忙”、“侵略者的下场”等4大章，每章配一段朗诵词，尝试着以当时的美术
作品本身，按内在的旋律，像黄河大合唱一样，组合成一幅巨大的“全民抗战图”。第三板块，作为
历史的见证，我们选取了5篇文章，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来钩沉那些已经渐行渐远的记忆。《怒吼
的黄河(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美术)》既给我们以艺术美感，同时也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最好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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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导读2.序3.概述第一章 国难，把艺术家推向前沿/1第二章 怒吼吧，中国/18第三章 到延安去/44第四章 
在新四军中/52第五章 烽火的艺术探索/624.图版第一章 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1第二章 大刀向鬼
子们的头上砍去/42第三章 前方打东洋，后方支援忙/143第四章 侵略者的下场/1715.附录1.抗战三年来
的漫画工作/12.我的以抗战为主体的早期木刻作品古元/73.叶浅予自述(摘抄)叶浅予/94.战地的壁画、壁
报、招贴、标语沈振黄/215.华中鲁艺美术学院的回忆莫朴/26

Page 4



《怒吼的黄河》

章节摘录

插图：延安时期是新美术的关键转折点，奠定了中国美术现实主义的发展方向。首先，新美术帮助人
民认识及了解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生活，看到了新政权下人与人的关系，对抗战革命取
得胜利起了很大的政治宣传作用。艺术家们的创作和整个国家、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其次
，艺术创作也从借鉴外来形式转向了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古元、彦涵等人的一批有
代表性的作品问世之后，内容与形式相脱离的问题，已完全在他们的艺术实践中得到了解决。其三，
延安文艺座谈会更加明确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惟一源泉，依据这一指导思想，艺术家们投身于火热
的斗争生活，从生活中捕捉形象，选择题材，同时向我国丰富的民间美术传统学习，就会创作出反映
时代、反映社会、反映生活的优秀艺术作品。在这几方面因素综合作用下，中国美术不可逆转地踏上
了现实主义道路。五、超越时代的艺术魅力抗日战争是一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搏斗，在这场生死
对决的战斗中，中国广大艺术家从“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人生、为大众而艺术”的艺术价值观
大论战中翻然醒悟，纷纷加入到了“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战”的民族战士的行列。音乐家们直接
发出了气吞山河的愤怒呐喊：“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抗日英雄真不少⋯⋯
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表达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共御外侮的英雄气概。
美术家们则以笔为剑，描绘出《怒吼吧，中国》、《总动员》、《七七的号角》、《神枪手》、《打
回老家去》、《筑起我们钢铁的长城》、《台儿庄会战》、《全民抗战》、《保卫大西北》等一幅幅
揭露曰寇残酷暴行，鼓励民众团结起来，同仇敌忾，英勇抗敌，誓与曰寇血战到底的震撼人心的时代
画卷。战争催生了中国美术铁血丹青的愤怒艺术，战争促使中国美术家们开展了一场空前绝后的艺术
实践！那就是，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艺术才华！发挥一切可以发挥的艺术能量！拿起一切可以找到的
画笔、操起一切可以找到的刻刀！在可以找到的一切纸张上、一切木板上、一切布料上，在山石上、
在墙壁上、在废墟上，刻画中华民族的不死精神！刻画中国人民的无畏气概、战斗勇气和必胜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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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怒吼的黄河(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美术)》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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