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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乡土的味道 质朴的美

　　我与朱平老师相识二十多年了，大家同是美术教研员，又同处郊县，在美术

教育研究领域自然有许多共同语言。二十多年前，来自金山农民画故乡的他质朴、

憨厚，二十多年后依然质朴、稳重，如同他十年磨一剑研究的金山农民画与美术教

学一样，质朴中透着意境和美好。金山区的美术教师谈起朱老师时，脸上总流露

出一种敬佩的神情。朱平老师是他们的美术教研员，更是他们的朋友和导师。

　　朱平老师对金山农民画的研究可谓如痴如醉。这不仅有一种农民生活题材的

乡情和亲情，更有农民画所特有的质朴的造型、独特的装饰性构图、艳丽而谐调

的色彩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金山农民画曾被誉为中国的马蒂斯作品，是普通农

民用最朴实的绘画语言表达发自内心的幸福追求和人生感悟，充满着普通劳动者

的审美理想。作为金山本乡本土的朱平老师总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那就是研

究农民画，宣传农民画，让金山农民的艺术语言拓展人们的审美视野和唤起心灵

的共鸣，让普通劳动者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和浪漫情怀感染更多的人。他常常带领

区内外的美术教师去农民画村参观画展，与新老农民画作者访谈交流。农民画作

者对朱老师更是热情有加。金山农民画像一条美丽的纽带，把乡土艺术和金山的

美术教育紧紧地串联在一起。

　　朱平老师对农民画走进美术课堂教学的研究可谓矢志不渝。利用地方文化艺

术资源整合美术课程，丰富美术教学内容，让中小学生知道本土传统文化，理解

地方民族民间艺术，从而亲近家乡、热爱故土，这也是美术教育的使命。自然，金

山农民画就当仁不让地成为金山美术教学的拓展内容。朱老师十多年来为此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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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许多心血，他带领美术教师研究团队调查考察、总结梳理，将农民画与儿童画

进行比较和分析，把农民的审美向往和中小学生的创造想象联系起来进行实践和

研究，构建了金山农民画资源运用于学校美术教育的系列课程和区本教材，又在

实践中不断进行总结完善，形成金山区的美术教育特色，在全市乃至全国产生积

极的影响。金山农民画这一既质朴又现代的艺术形式不仅引导学生对自己的家乡

形成更加美好和引以为豪的情感，而且促进了学生的创意思维，引导学生走进生

活，体验农民画家的美术创作过程，这将在学生成长的经历中留下深深的印象。

　　朱平老师用带有乡土芬芳的质朴美拓展着美术课堂，滋润着学生的心灵，同

时也培养了一大批扎根于农村美术教育的优秀美术教师。尤其对中国画教学的

实践研究，紧密地联系农村孩子的生活，联系农村的乡土文化，构建既有乡土特

点又有中国画水墨形式美的系列教学课程。他所指导的公开课屡获同行专家的好

评，他所指导的参赛课多次获得全国一等奖。他的徒弟金山区兴塔小学美术教师

曹冬根老师把几十斤重的真瓦片千里迢迢带到西安参加课堂教学大奖赛，最后捧

得全国一等奖归来的案例，成为上海美术教师传赞的佳话。朱老师用自己对农村

美术教育事业质朴的心、质朴的爱建树了一个农村美术教研员质朴的形象。

　　祝朱平老师在金山这块热土上将美术教育事业开展得更加有声有色！ 

张家素　　

（作者为：上海市美术特级教师，上海市美术名师培养基地主持人、导师，上

海市教师学研究会美术专业主任委员，教育部国培专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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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1839 年，法国画家保罗 • 德拉罗什（Paul Delaroche）看到达盖尔用银版法拍

摄的照片时 , 感慨地宣称：“从今天起，绘画死亡了！”虽然绘画曾几度陷入危机

和低谷，然而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在绘画倍受欢迎的年代，还是在随之而来遭受

攻击的日子里，绘画一直都是人们关注的艺术形式。每一种新的媒体和新艺术形

式的出现并不能降低和取代绘画的价值和功能。今天，上海的金山农民画倍受人

们的关注和喜爱，其价值也日益凸显。

由于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民间美术来自两方面的冲击：第一，农耕时代正

在渐渐地消退，原有的农耕文明架构下的一切文化形态和方式都在迅速瓦解与消

亡。第二，全球化的冲击。风靡全球的商业性的强势的流行文化，正在猛烈地冲

击我们的民族文化。美术教育界必须承担起继承与发展民间美术的重担和使命。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白庚胜指出：“我们深信一个道理，只有全民族都关爱

自己的文化，以自己的文化为荣，我们的文化才能在世界发扬光大。我们的文明

传统才会真正传承下去而不中断，我们民族的精神才更加强大。”如果我们未能通

过中小学美术教育，激发学生热爱金山农民画的情感，树立继承与发展金山农民

画的志向的话，那么这一民间美术的传承就会出现危机。

上海市金山区美术教研员朱平老师早在 2002 年就带领上海市金山区枫泾小

学的美术教师们完成了题为《金山农民画与家乡民间文化》的校本美术课程开发

与教材编写。他认为，枫泾是金山农民画故乡之一，让每一位学生从小了解故乡

丰富的美术资源，在学习用农民画的表现方式进行创作的过程中，激发他们热爱

家乡的情感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校本美术课程与教材经过多年的实施，取得了显

著的成效，为全国美术教育的同行们作出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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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欣闻朱平老师撰写的《金山农民画与中小学美术教育》一书得以成功

出版。在这本书中，他首先阐述了金山农民画的发展历程与艺术特色。在此基础

上，他论述了金山农民画与中小学美术教育的关系，提出了“金山农民画丰富了

中小学美术教育”、“金山农民画推进了创建美术特色教育的进程”等观点，并以

具体的美术教育事例，从“民情风俗的再现”、“创作思想的借鉴”、“辅导方法的启

示”等维度论证了金山农民画对中小学美术教育的积极影响和有益启示，为我们

提供了令人感动、具体可行且值得推广的民间美术教育的发展图景。

祝朱平老师今后继续带领上海市金山区美术教师团队为深入开展民间美术教

育作出杰出贡献！

 钱初熹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基

础教育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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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农民画产生发展概况

一、中国农民画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

中国农民画是在中国特定历史与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广

义的农民画可追溯到人类农耕社会的初期，主要是那些与农民和农耕生活相联系的

绘画。这里讲的农民画是指在国家意识形态指导下得到政府扶持的农民画。在研

究了解金山农民画的发展历程之前，让我们先来简略地了解一下 1949 年以后，中

国农村社会的政治文化背景，中国农民画发展的脉络和文化特质，这将有助于我们

对金山农民画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以及它的艺术特点作全面深入的研究和认识。

要了解中国农民画的产生和发展，必须要了解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早在

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革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

根本方向，从此形成了新中国“大众化”的文化传统。同时，新中国群众文化工作

又受左翼文艺思潮中“文艺大众化”理念的影响，由“化大众”（即以艺术的方式

影响大众、教育大众，以理想主义的观念改造国民性）走向“大众化”（文艺具有

明确的大众指向和来源，由大众直接参与），群众美术运动蔚然成风。上世纪五十

年代中期，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继北京和浙江之后陆续建立了群众艺术馆，紧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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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各地基层普遍设立地区群众艺术馆及县、区人民文化馆（后改称文化馆），担负

起政治宣传、城乡扫盲、科学知识普及和指导群众文艺活动等重任，工作重心放

在农村，直接面向农民。在具体指导农村群众业余美术活动的过程中，江苏邳县、

陕西户县等地文化馆实践了“农村俱乐部”、“农民美术组”的构想，这些农民美术

组在合作社党支部的领导下，选择艺术的形式来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为生产服

务，把官方主流意识转换成图画形式对农民进行教育 。

中国农民画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产生的。中国农民画的产生并不是自发

的，而是由政府文化机构倡导扶持，再由文化精英（即专业画家）对农民进行培训辅

导，从而产生农民画。因此，郎绍君先生认为农民画是一种“亚民间文化”，它区别于

原生性的民间文化，是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交互作用（即通过辅导中介）所产生的。

因为中国农民画具有亚民间文化属性，所以有三种因素制约（也就是说限制

着并推动）着它的产生和发展。第一种因素是政府文化机构和上层意识形态，它

是中国农民画产生的原动力，政府的主流意识通过省、市、县各级农村文化机构

对农民画创作进行扶持与干预。 第二种因素是农民画的组织者和辅导者。在农民

画的产生发展过程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没有辅导就没有农民画的，有什么样的

辅导就有什么样的农民画”，这句话虽然有失偏颇（忽视了农民画作者主观能动性

和个性的展现），但事实上，往往是一个地区的农民画辅导者决定了一个地区的农

民画的风格特色。因此，辅导者对农民画创作的制约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因素。第三

种因素是农民画创作者自身，他们生长在农村，民情风俗、民间文化自幼耳濡目染，

他们自有自己的审美情趣和对生活的观察理解，有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梦想。

这在他们创作农民画时有意无意地表现出来，成为他们潜在的艺术品质。

这三种因素交互在一起，形成了农民画发展的三种驱动力，由于历史的原因，

三种驱动力形成合力，在中国农民画发展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无论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农业合作化”、“大跃进”时期，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时期还

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这三种驱动力有一个生成和演变的过程。并且这三种

驱动力在农民画发展过程中并不是平均“发力”，而是此盛彼衰，每一种驱动力在不

同的历史阶段对农民画创作所起到的作用也有所不同，因而也形成了不同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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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的农民画风格和面貌，也就完成了农民画的一次次“变相”。了解三种驱动

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把握农民画艺术特质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农民画发展的三个时期

农民画作为中国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一个“文化事件”，一直处于变化发展的过

程之中。1949 年以后，农民画的发展经历三个发展时期（也有学者称之为三次高

潮）分别是农业合作化、大跃进时期（以江苏邳县和河北束鹿县壁画为代表），文革

时期（以陕西户县农民画为代表）和改革开放时期（以金山农民画为代表）。 

（一）农业合作化、大跃进时期 

这一时期的农民画基本以壁画为主要表现形式，分为‘农业合作化’和‘大跃

进’两个阶段。

被公认为中国第一幅农民画的《老牛告状》（江苏邳县陈楼乡张友荣作）创作

于 1955 年，为“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农民画创作活动开了先声。当时，邳县农民

张友荣就饲养员克扣饲料粮一事，在饲养场山墙上蘸锅灰水画了一幅批评性的壁

画《老牛告状》。这幅漫画性的壁画以拟人化的图像叙事方式，并配以歌谣式的文

字表述对合作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进行批评教育，虽然是农民画作者在日常生活

情感基础上的自主构思和创作，却符合国家关于合作化问题的决议的思想指针，

以宣传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意识来批判小农意识，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农

民画在农村政治宣传与文化教育方面价值的凸显，也充分显示了绘画在这一特殊

的历史情境中独特的社会与艺术功能，由此引发了江苏邳县合作化时期农民画创

作的热潮。

农业合作化阶段的农民画活动基本上是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支持和动员

下开展起来的。许多农民开始并不会画画，缺乏绘画的基本功，但他们凭着对合

作社美好生活的向往，凭着敢于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勇气，在党组织的鼓动下，

摸索着用绘画的形式表达内心的需求和外在的激励。这些农民画作者在经过无数

次的摸索实践后，在绘画上渐渐地成长起来。但这一时期的农民画形式源于农民

作者自身的审美意识与原初性的绘画本能，具有稚拙性和随意性特征，也具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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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自发性，多以漫画和壁画的方式呈现。

大跃进阶段的农民画活动与农业合作化阶段的农民画活动有所不同。第一，

各级行政部门高度重视农村的政治宣传工作，如河北束鹿县由县委文教部长和县

长亲自挂帅，组织县文化馆和基层的文艺工作者、美术工作者与农民相结合，开

展农民画创作，有的地方还组织教师加入农民画作者队伍，共同进行画稿的设计、

壁画的绘制，积极配合“大跃进”的形势，绘制了数以千计的壁画。第二，美术精

英阶层以基层文化馆为平台，参与对农民作者辅导的培训。如江苏省群众艺术馆

在邳县举办了两个专区文化馆、站干部的美术培训班，培训班还吸收了邳县青年

农民画作者（如在农民画活动中表现积极的梁传魁、顾林祥和周德强等青年农民

画作者）进行培训。南京艺专美术系绘画专业师生到邳县实习和业务指导，是美

术专业人士较大规模辅导农民作者的一次尝试。当时的辅导方式分为两种模式，

一种是现场辅导，即在农民绘制壁画过程中，美术专业人士在现场启发指导，着

重保持农民自己的风格特色。另一种为短期培训班，培训者对农民画作者进行除

了绘画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之外的诸如写生画、记忆画、命题画创作等方面的培

训。甚至连一些知名的画家，如华君武、英韬、米谷等也来到邳县，指导农民画作

者创作、修改壁画，与农民作者合作。这样的辅导方式，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

农民画辅导模式开了先河。

由此观之，大跃进时期邳县农民壁画

活动的运作，县文化馆作为主要业务辅导

者、乡政府作为行政权力执行者、乡镇文

化站作为具体的组织者，逐步积累了一些

发动、组织和辅导群众美术活动的经验和

办法，在具体的人员组织、训练方法以及

题材选择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规范要求，突

显出其在农民画活动中的作用。农民作为

创作主体，在党政、美术精英阶层的劝说、

鼓励下，由不敢画而敢大胆画，逐渐融入
《飞机碰断玉米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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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势浩大的壁画活动中去，从开

始临摹、仿画的作品多一些到后

来强烈要求表现自己、要求创作，

这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的辅导模

式所取得的效果。

综上所述，中国农民画第一

个发展时期（即第一个高潮）是

以壁画形式出现的，遍及全国许

多省市，其中以江苏邳县和河北

束鹿农民壁画为代表。在这场热

气腾腾的群众壁画运动中，农民画家们根据伟大和美丽的生活理想和幻想，在国

家主流意识的文化政策直接推动、引导下，在美术精英的辅导下，大胆地进行创

作。尽管当时这些作品成为与浮夸风，虚幻浪漫主义热情的共生物，但是，声势

浩大的壁画运动确实起到一定的鼓励生产的作用。农民作者以一种当家做主的情

感力，无拘无束、随意率真地描绘未来的美好生活，以比较夸张、豪放、开阔自由

的手法，简练而又概括的结构、令人激动的强烈明快的色彩，来突出这个时代的

精神和人们由于这个时代而激起的烈火般的感情。虽然许多作品缺乏科学精神，

但农民画的艺术精神却是符合美学原则的，它不符合科学之真，却符合艺术之真，

这正是初期农民画的真正价值所在 。

（二）文革时期

 文革时期的中国农民画以陕西户县为代表。早在 1951 年，户县就成立了“城

关地区美术组”。1956 年，全县分区成立了农村俱乐部并设有美术组。同年，户县

文化馆干部丁济棠在户县钟楼举办了以农民为主的美术培训班。1958 年，西安美

专（西安美术学院前身）进行教学改革，要求美术教育“与社会需要对口”，“面向

农村，面向基层”，刚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陈士衡以农村美术需求调查的机会来到

户县，同户县文化馆农民画辅导者丁济棠一起，在太平炼铁工地和甘峪水库工地

举办了两期美术培训班，并总结出一套称之为“户县美专教学法”的农民画教学理

邳县农民在画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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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这一教学法的基本理念是强调农民画教学及创作要生活化，即要求农民作者

到生活中去寻求自己创作的表现内容；鼓励他们 “到生活中去多观察，多画速写，

通过各种不同的角度去画，去研究人物与景物，多作小构图” 。这种艺术创作的

导向，用当时文艺界流行的专业话语来说，就是由“革命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向

“革命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转化 。这一时期，由于政治体制的更加统一、集中，

意识形态权力话语不断中心化，革命的现实主义以其独特的地位和影响成为中国

文艺的主流叙事，要求艺术家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描写现实，同时强调这种真

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

起来。户县农民画的“变相”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逻辑的基础上展开的。

户县美专生活化导向的辅导与创作经验成为户县农民画发展的大致理念，并在

此后的培训中被不断拓展和深化。户县在此后的一系列农民画创作培训活动中，一

再强调农民画作者在画中“保持他们原始的一些好想法和感情造型”，又要他们“表

现出自己的生活感受”，画出“他们最熟悉的丰富的田园生活”；在辅导方法上“尽量

避开一般专业性的方法”，“在进行构图创作过程中给予一些技术方面的指导”。

农民画作者开始关注日常的身边的事物以及那个年代战天斗地的火热生活。

经过十年的实践，催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

的农民画作者和代表性的农民画作品：主

题鲜明、思想健康、感情真挚、构图饱满、

造型朴实、色彩强烈、形式新颖，擅用单

线平涂的手法，画面葆有浓郁的乡村生活

气息和感情色彩。陕西关中地区的剪纸、

刺绣、箱子画、庙画等传统民间美术蕴含

了憨直、朴质、淳厚的审美意趣，李凤兰、

刘知贵、张林、刘志德、董正谊、杨志贤、

樊志华、柳绪绪等骨干作者还自觉地糅合

对传统艺术的美感体验和对现实生活的

感受，辅以艺术的想象，创作出不同风貌
《老支书》  刘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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