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中国美术的创作中，以金黄
色调为主的丰收画面，构成了从 1949
年以来农民从吃不饱到解决温饱问
题、再走向小康的历史过程。画面中
描绘的丰收：从耕种土地不足到开
垦荒地、围湖造田，从春播夏种到
河泥积肥，从收割到拾穗，粒粒皆
辛苦，每一个时节都与汗水和辛劳相
连。面朝黄土背朝天，年复一年，春
夏秋冬，这就是农民生活最核心的内
容。

1953 年王盛烈的年画 《农业生产
合作社小麦丰收》 是较早表现丰收的
创作。画面里描绘的丰收晒场上，农
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正在使用拖拉
机和脱粒机等进行机械化农业生产，
这在当时中国农村是最先进的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画面中：蓝天白云下的
金灿灿的晒场，干部、农民、工人多
种人物构成复杂的人物关系，表现了
这一主题的丰富性。晒场上的劳动者
脱粒、装袋、搬运、称重……画面右
下角还有一位操作拖拉机的工人正在
给油壶加油。此作品是这一时期表现

“丰收”主题的一件重要代表作。
作为传统年画在新中国的发展，

新年画所具有的吉祥喜庆的特质，最
适宜表现丰收，所以新年画中出现了
许多表现丰收的主题，这是传统年画
中“年年有余”题材的传续与发展，
不仅为农民所喜爱，也为画家们所热
衷。20世纪50年代有一批丰收与时政
关联的成对门画，如 《年年丰收支援
建设》《读书识字劳动丰收》等都表现
出了它们的时代性。这一时期，丰收
与时政结合的代表作还有费声福 1956
年创作的《合作生产收成好 社会主义
幸福多》；在直接表现丰收的年画中，
金梅生创作的《菜绿瓜肥产量多》《冬
瓜上高楼》 等作品，也在当时广受群
众欢迎。这些作品，是在海派月份牌
年画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其中的

《菜绿瓜肥产量多》还获得了第三届全
国年画评奖中的一等奖。此外，陈光
健1961年的《歌丰收》，白逸如1964年
的《书记开会回来了》，李百钧1964年
的《芒种时节》，刘继成、张敬平、李
朝祥 1975 年的 《咱队又添新粮仓》 都
是当时那个时期的经典作品。

金黄色调为主的丰收画面
描绘了新农村的巨大变化

春种秋收，秋天是丰收的季节，
也注定是个农忙的时节。

在艺术创作中，“丰收”一直是
永恒的主题，虽然不同时代对丰收
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但是记录丰收
的不同场景，描绘人们对丰收的喜
悦和期盼，一直是艺术家关注的热
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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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自古就是鱼米之乡，河汊纵

横，水网密布，风调雨顺，人杰地灵。
因此，这里诞生的丰收佳作，独具水乡
特色。1949年之后，中国当代国画大家
钱松嵒立足于他的家乡和江南生活，创
作了一系列农业题材的丰收作品，其中
代表性的作品有 《常熟田》《秋耕突击
队》《军民浚湖积肥》《水上高歌丰获
归》等。20世纪50年代，整个美术界开
始倡导通过写生方式改造中国山水画，
表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题材日益受到山
水画家们的关注。钱松嵒就是当时在这
方面表现得最为成功的画家，他的作品

《常熟田》 虽然画的是一个平凡的江南
水乡，却呈现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新世
界。

《水上高歌丰获归》 是艺术家在这
一时期表现丰收的另一幅代表作：秋天
红叶树笼罩下的河面上，满载丰收果实
的船只自然交错，画家充分赋予了画面
独特的动感和美感。江边红叶、芦苇、
水草以及插着高高飘扬的红旗，都表现
出了那个时代江南水乡丰收的特点，成
为江南农村丰收生活的真实写照。

江南自古鱼米乡 丰收画面独具水乡韵味

上海虽然是中国的中心城市，以现
代工业和商业著称，但20世纪50年代的
上海画家在国家号召之下，与全国各地
的画家一样纷纷走向农村体验生活。现
当代著名的国画家赖少奇、林风眠、关
良、陈烟桥、吴大羽等人都曾到农村体
验过生活，他们这一时期都创作了一批
反映农村和秋收的作品。其中，表现丰
收的作品有贺天健的 《丰收图》、沈迈
士的 《早稻丰收》、应野平的 《丰收》
等，这些作品无不具有鲜明的时代烙
印。

魏紫熙是同时期画家中创作“丰
收”题材作品比较多的画家，他的创作

基本立足于农村晒场的丰收。他1959年
创作的《丰收图》描绘了丰收场上的繁
忙景象，以及晒场这一特定场所能关联
的丰富内容，还有农村妇女在晒场中的
作为，这是那个时代“妇女能顶半边
天”的具体写照。进入20世纪70年代，
他开始独辟蹊径，1971年创作的《收获
归来》把画面放到河堤之上，呈现了一
个不一样的“遍地英雄下夕烟”的情
景。画面以“归”为契机，没有直接描
绘田地和收割，而是生动表达了知识青
年在农村大有作为。毫无疑问，这件作
品创意独特，成为当时一件非常重要的
作品。 据《西安晚报》

“遍地英雄下夕烟” 丰收作品鲜明的时代烙印

鼻烟壶

鼻烟壶是用来专门存放鼻烟的容
器，我国鼻烟壶有近五百年的历史，
是我国传统的工艺美术品之一，因其
集实用与赏玩于一身，自清代首创以
来就受到社会各阶层的青睐。

清玻璃内画“周乐元”款通景山
水纹鼻烟壶，壶体做直口，溜肩，扁
腹。器壁内侧画通景山水画，题款

“法师古笔意周乐元作”，下有一个朱
印“元”。

此款鼻烟壶是通景绘制，构思巧
妙，用简洁、流动的笔法勾勒出人
物、村庄以及远处的山峦。整体构图
虚实结合，远近有序，中间的留白恰
好展现了云海的苍茫。江边的树木绘
制得潇洒苍劲，小屋细致生动。小小
瓶间，如一幅山水画卷，盈盈展开，
既有传统的风韵，又自出新意。

清套料烟壶，该鼻烟壶套红料，
壶体为扁圆形，溜肩，扁圆腹，两面
各饰螭虎纹一只，两侧各饰一铺首衔
环纹。鼻烟壶附半球形水晶盖。构图
简单，螭虎的头部平展，刻画完整细
致，身体缠绕，线条流畅细腻，与壶
体呈现出浑然一体的装饰效果。

现在人们嗜用鼻烟的习惯几近绝
迹，鼻烟壶却作为一种精美艺术品流
传下来，而且长盛不衰，被誉为“集
中各国多种工艺之大成的袖珍艺术
品”。

鼻烟壶虽小，盈手可握，但从形
状、题材、制作工艺而言，其包罗万
象，制作过程更是汇集了绘画、书
法、雕刻、烧制、镶嵌等多种工艺于
一身，可以说每一件鼻烟壶都是难得
的艺术珍品。 据《收藏快报》

《歌丰收》 陈光健 1961年

《农业生产合作社小麦丰收》
王盛烈 1953年

《丰收图》 关良 1958年

《水上高歌丰获归》
钱松嵒 20世纪60年代

《书记开会回来了》 白逸如 196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