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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万岁
—— 介 夫 先 生 藏 新 中 国 老 版 画

○○曹家富

《供销社新货》，
黑白版画，
32×36cm，
赵鸿恩1965年作

▲ 《问路》，油彩套色，28×36cm，赵鸿恩1964年作

▲
《黄山人字瀑》，水印版画，34×45cm，1983年作

作者：吴俊发（1927- ），江西广丰人，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
江苏版画家协会主席。

▲

《峡谷烟云》
（又名峡江
烟云），
水印版画，
30×40cm，
1979年作

作者：陈晓岚
（1952- ），
中 国 版 画 家
协会会员。

▲

《满江栋梁材》，水印版画，55×102cm，1979年作

作者：陈一新（1938-1992），江苏高淳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安徽水彩水
粉画协会副主席。

▲ 《江城不夜》，水印版画，64×96cm，1979年作

作者：易振生（1935- ），江苏兴化人，中国版画家协会理事，安徽大学兼职
教授。

▲

□责编：陈姝妤
□电子信箱：czrbxjzk@126.com

《喜雨》，水印版画，43×54cm，1963年作

作者：郑震（1922-2013），安徽合肥人，中美协理事，安徽美协副主
席，安师大教授。安徽新美术教育开拓者。

▲

版画和油画一样，是国际主流画种，也是一门大艺术，承载着
丰富的形式语言和深刻的思想内容，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深受人
们喜爱和收藏。

版画品种以刻版材质分，有石版、木版、铜版、丝网版及目前流
行的综合版等。中国传统版画以木版居多，故也有木刻之称。

中国版画是悠久的又是新兴的。说其悠久是与中国雕版印刷
术的产生、发展，紧紧相联系着的，明清时达到鼎盛，后又随近代印
刷技术进步而有所衰弱。说是新兴，是由原来依附刻版书籍内容
插图的印刷复制走向有单独主题内容，独立审美取向和意趣的单
幅创作版画的转变。实现这一转变，便成为新兴版画。

九十多年前，鲁迅先生以他的睿智，敏锐地察觉到中国木刻版
画必须与时俱进，发扬传统，吸收外来，再创辉煌。他精心编辑出
版了国外具有很强现实意义的优秀版画作品，影响和引导国内读
者，尤其是年轻人；还组织举办木刻讲羽所，倡导扶持青年画家的
木刻创作。

在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正是木刻作品具有的比之国
画油画更“易于着手，便于流传”，更易为大众接受的长处，发挥了
积极作用，成为动员群众鼓舞志气的对敌斗争有力武器，而载入革
命文艺的史冊。

新中国的诞生，更为新兴版画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版画
家创作热情高涨，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深入生活，反映生
活，讴歌时代，创造出许多内容和形式都不同于以往的版画作品。
刀笔之下，墨彩之间，充满热情的人民生活，热烈的劳动场面，壮美
的大自然风貌，辉煌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广泛真切而又生动地反
映出来了，给人以力量和振奋感，今天读来仍然是魅力不减。

这里刊出的部分是上
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
初，曾在社会上有过广泛
影响的优秀版画作品，均
系介夫先生珍藏。作品涵
盖了安徽、江苏、广东三地
部分版画家的作品，展现
出徽派的线刻、江苏水印、
广东滨海文化的典型风格
和地域特色，很是难得。

让我们慢慢欣赏，细
细品味这一幅幅版画佳
作，或细镂精雕，婉约秀
丽；或黑白重彩，对比强
烈；或水墨晕染，意韵悠
长 ，感 受 其 不 同 艺 术 风
格，赋予美的艺术享受，
同时也可复现一个时代
的美好记忆。

赏吴俊发《黄山人字瀑》、

陈晓嵐《峡江烟云》水印木刻
山川壮美，满纸淋漓！刀味、木味、水味虚实浓淡，干枯湿润，趣味横生。这就是水印木刻

版画特有，是其它别的版种无法达到的艺术效果，也是包括传统中国画在内的其它画种都不
具有的一种气韵乃至境界的表现。

水印木刻是吴俊发先生领军江南版画家群体、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探索创造的新成
果，对于中国民族版画而言，是一次质的飞跃。尤其适宜表现江南自然风貌和风土人情，画面
洋溢着勃勃生机，给人以欣欣向荣的生命活力。

《黄山人字瀑》是吴先生黄山题材水印木刻代表作，云海奇松，飞瀑流泉，充满诗情画意。
陈晓岚先生《峡江烟云》取李白“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

帆一片日边来”之诗意，而机船表现出的是现代景象，具强烈的时代感，满江烟云，美不胜收。
水印木刻这一创新技艺，经过两三代人的完善提升，日后，必将一代一代地传承，再创造

再创新，结出更加完美丰硕的成果！

赏赵鸿恩先生两幅反映早期农村面貌变化的版画小品《供销社新货》《问路》

这两幅版画小品，构思新奇，向为画界称道，也是极有社会影响的佳作。
《供销社新货》作于一九六五年，以农村供销社柜台前老年农妇挑选灯泡的细小情节，反映出当时农村已淘汰几千年的油灯，用上电能照明了。题材虽小，却反映的是

大事件。这幅作品曾经赖少其大师指导过，《赖少其传记》中有过记述，也是画家的代表作，广为出版、展览和收藏。
《问路》也是一个小细节，背着被包的游子归来，见家乡土地联片，机器耕作，电力浇灌，旧貌变新颜，原来的田陌旧路找不到了，归家无路了，故要寻人问路。背景有小

燕子飞翔寻觅，似有“燕子归來寻旧踪”寓意也。
小品不小，小中见大，意趣美妙！

赏两幅以大江为背景的火热劳动场面版画《江城不夜》《满江栋梁材》

这两幅作品，画幅宽大，场面壮阔，色彩明快，气势磅礴，给人以力量和振奋感！
木版水印《江城不夜》由易振生先生作于一九七九年，画作以长江上中游江城钢城攀枝花、马鞍山之夜景为主背景，并化用白居易忆江南词意，以蓝色红色为基本色

调，別具一格。江城不夜，壮观壮美！可谓工业题材中抒情优美之作也。
木版水印《满江栋梁材》乃陈一新先生作于一九七九年，画面江涛汹湧，浊浪滔天，一群年青人勇立潮头，逆水放排，斩风劈浪，奋勇搏击，于险恶环境和艰苦劳动中磨

练自身，亦如画名所寓意，必成国之栋材！想来，四十多年过去了，画中人物一番奋斗之后，已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了。

《五月矿区》，
黑白版画，
45×58cm，
1959年作

作 者 ：赵 鸿 恩
（1933- ），山
东日照人，安徽
美 术 家 协 会 理
事，国家一级美
术师。

▲

《建设者》，油彩套色，
30×33cm，赵鸿恩1980年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