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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在盐城的美术教育工作

李 锋
(盐城工学院设计艺术学院，江苏盐城224051)

摘要：新四军的美术教育是以在江苏盐城建立的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为代表的学校美术教育

和军中的各种美术培训班为主体的应用型美术教育。因其特殊的抗战时代背景，新四军的美术

教育呈现出课程设置以实用为主、“理论联系实践”开展教学、克服困难坚持教学、就地取材发

挥主观能动性、相互学习不断提高、举办展览以实践检验教学成果等众多的时代特色，为当今尚

处在革新中的中国美术教育起着有益的指导、借鉴和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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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党与国民党实现第二次

合作，以南方8省14个地区红军游击队为主体的

武装力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新四军建立初期，根据需要，军中组建了新四军战

地服务团，编有戏剧、歌咏、绘画、舞蹈、民运等小

组，其成员主要来自红军宣传队员、国统区和敌占

区的爱国学生、部队和抗日边区的文艺青年。新

四军的美术工作，就是从战地服务团中的绘画组

开始的。

一、新四军美术教育的产生

自从新四军建立后，受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

的影响，不断有全国各地的美术知识分子以及华

侨美术知识分子加入到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绘画组

中来。这些美术知识分子既是当时军中美术宣传

的中坚力量，也为以后开展各种美术教育准备了

较充足的美术师资。

新四军的美术教育工作，是应新四军的美术

宣传人才需求的扩大而产生的。随着抗敌形势的

发展，新四军队伍的不断壮大，尤其是新四军在盐

城重建军部以后，新四军已经由建立初期的四个

支队一万余人，逐渐扩大到重建军部时期的七个

师和一个独立旅共九万余人。新四军的抗日根据

地也由初期的以安徽境内为主扩大到江苏、安徽、

浙江、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省。新四军成立以

后，虽然有众多美术人才加入到战地服务团绘画

组，但随着新四军队伍的壮大，原有的美术、戏剧、

文学等宣传力量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部队宣传的

需求，培养美术、戏剧、文学等宣传人才，成为新四

军急需解决的问题。美术人才的培养方式也从最

初的相互学习、一般性培训发展到正规的学校美

术教育。新四军中的学校美术教育，开始于1941

年在江苏盐城建立的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简

称华中鲁艺)的建立，华中鲁艺的美术系为新四

军及地方培养了大量的美术人才。19．41年4月

成立的苏皖边区行政学院艺术系(又称淮南艺术

班，后改称淮南艺术专门学校)美术班规模虽然

比华中鲁艺美术系小，主要侧重于美术培训，但在

当时的美术人才的培养方面则发挥了相当大的作

用。新四军的美术教育是在抗战的特殊时期开展

的，培养的学员大部分是在部队从事美术宣传工

作，华中鲁艺、淮南艺术班存在的时问也不长，但

总结新四军当时的美术教育情况，仍然可以总结

出一些当时的美术教育特色，而这些特色对于我

们当代的美术教育则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二、新四军美术教育的主要特色

1、师资力量雄厚

1941年2月8日，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在

江苏盐城西北角的贫儿院旧址成立，刘少奇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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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院长，设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个系。莫朴

任美术系主任。教员有许幸之、刘汝醴、戴英浪、庄

五洲、涂克、铁婴、洪藏等⋯16。美术系的师资在

当时的四个系中比较起来，相对是比较雄厚的，他

们培养的许多学员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共和

国成立后的全国各美术部门中成为骨干力量甚至

是领导人‘2I。

美术系的教师当中，莫朴、刘汝醴、洪藏是上

海美专科班出身。许幸之早年拜师吕凤子，1922

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1923年在上海东方

美术研究所进修，1924年赴日勤工俭学，毕业于

东京美术学校。1929年秋回国，任上海中华艺大

西洋画科主任。30年代参加左翼文化运动，为

“左联”发起人之一，组织“时代美术社”，被选为

“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主席。1940年赴苏北参

加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建校和教学。涂克

1935年考入杭州国立艺专油画系，后来投笔从

戎，参加新四军，他不但精于油画、素描、水彩画，

而且还精于填词、作曲。涂克先生聪明好学，作风

严谨、办事认真，深得陈毅同志的器重。在军中曾

接受过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史沫特莱女士的采访。

戴英浪、庄五洲是华侨，戴英浪生于马来西

亚，祖籍广东惠阳，曾在南洋美术研究所学习美

术，来华前曾是“马来西亚抗敌后援会”的负责

人。庄五洲是新四军著名的“N4A”臂章的设计

者，其父亲是台湾人，母亲是日本人，一家在南洋

谋生，他从小酷爱绘画，在学校专攻西洋画。在华

中鲁艺美术系成立初期，无论是国内美术学校学

习过的青年画家还是在国外美术学校学习过的爱

国华侨，他们都满腔热忱地投身到新四军的美术

教育运动当中来。

2、课程设置以实用为主

出于培养抗日宣传实用美术人才的目的，新

四军美术教育的课程设置主要以实用课程为主，

学制六个月，教学时间上也向应用型课程倾斜。

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美术系的专业课，设有素

描、速写、木刻、宣传画实习；技法理论有构图、解

剖、透视。素描和宣传画实习的教学时间差不多

占专业课的三分之二。共同课有论持久战、社会

发展史、文艺概论等，另外还有军事课⋯16。新四

军培养的美术人才在当时主要是为新四军绘制宣

传漫画、连环画、墙画，书写标语及制作书籍、画报

木刻插图服务，这些是当时抗日战争中新四军重

要的宣传方式。由于学制比较短，新四军各师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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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需要实用性人才，因此，新四军美术教育的课程

设置以实用为主。这在当时来说也是比较适应实

际需要的，培养的人才实用性很强，完全符合当时

的抗日宣传实际。

3、“理论联系实践”开展教学

新四军的美术教育，一开始就是理论联系实

践的。学员的学习目的就是成为部队的抗日宣传

美术工作人员。在战争环境中，学员们是边学习

边参与宣传实践，就是当时的教员也要参加到宣

传工作中去。在学习之余，学员们画壁画、出画

报、画传单、出墙报是常事。大量的实践锻炼，巩

固了同学们所学的美术理论知识，增强了其实际

应用能力。当时的美术教材是很多教师的自编教

材，教师们编写了《构图常识》、《写生常识》、《论

速写》等讲义⋯17。墙。编写的教材非常实用，校外

的新四军各师宣传部也过来要这些教材作为美术

宣传工作的技法参考书。

在教学上除了专门教师上课以外，还经常请

校外富有工作经验的美术工作者来校给美术系同

学上课。当时在华中党报《江淮日报》工作的卢

芒，在抗大工作的项荒途，都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美术系就请他们来给同学们上一些课程。

1941年反“扫荡”战役之后，苏北形势出现变

化，敌人对苏北根据地骚扰频繁。8月中旬领导

决定将一部分可工作的同学，根据需要先分配到

连队和地方上去工作，其余的分在军政治部和三

’师政治部，各成立一个鲁艺文工团，教员也随着分

下去，鲁艺文工团既是学习单位，也是工作单位，

让学员们更好地在实践中学习。

4、克服困难坚持教学，就地取材发挥主观能

动性

新四军美术教育工作开展初期，教学条件极

端简陋，遇到了很多困难，师生们都能及时用就地

．取材的方法解决。华中鲁艺美术系开办时没有足

够的画板、画架，就请木匠在当时用木材制作。没

有写生的石膏像，在破庙中选些解剖、比例较准确

和神态较好的菩萨和菩萨头像，刷了一层白粉当

作写生模型，教学效果还不错，比较符合当时抗战

宣传的人物写生实际。课程教学中就地取材的例

子随处可见，练习素描的对象常常用本地土窑烧

的瓦罐、土产的荸荠、茨菇等以及便于找到的枪

支、手榴弹、胶鞋等物，贴近生活也贴近抗战宣传

实际。

写标语、画墙画是华中鲁艺美术系学生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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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实践之一。每个小组都有几只铅桶，分装着石

灰水、黑烟和红土。同学们对画墙画的兴趣很浓，

感到红土、石灰等两三种颜色太单调了，便发挥主

观能动性设法到颜料店、染坊里去找其它颜色。

那时颜料店也没什么颜色，结果在染坊里找到染

衣服用后的各色剩脚染料，画墙画很好，几个组便

经常派人到染坊里等倒出来的剩脚染料。

当时的很多宣传画与插图都是木刻版画，木

刻刀需求较多。新四军美术工作者自己解决木刻

刀的问题。美术工作者杨涵同志是铁匠家庭出

身，打刀的一切技术问题都由杨涵同志指导。每

天早上两个小时用来生产木刻刀，男同志打刀、锉

刀，女同志陈惠就缝制装一套木刻刀的布口袋，这

样忙一段时间后，终于打出来一百多付木刻刀，解

决了燃眉之需。

5、相互学习，不断提高

相互学习是新四军美术工作中的优良传统。

在华中鲁艺美术系未建立前，新四军战地服务团

绘画组中就有很好的互相学习风气。当时的成员

有的来自国内各正规美术院校，有的有留学国外

经历，有的本身是华侨，受的完全是国外美术教

育，还有一些是无正规美术教育经历，是在部队接

受过美术培训的人员。这些成员在一起，能够做

到相互探讨，相互学习，很好地提高了自己的美术

水平。

有一个女画家叫孙从耳，毕业于日本东京艺

术大学，1939年夏她自上海赴皖、赣一带写生时，

加入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绘画组。孙从耳的绘画素

描基础扎实，尤其是速写勾线掌捉轮廓、动态都得

心应手。孙从耳加入战地服务团绘画组后，组里

都练起速写来，通过向她学习，许多绘画组成员的

绘画业务水平得到了提高。

在学员之间，也是相互学习，大家相互探讨。

有的时候，师生间也存在着相互学习的情况，在各

地方，有的师也成立艺术培训机构，为师培养美术

人才。在选教员时，往往把美术基础好一点的选

做教员，基础弱或无基础的作为学生，师生间常存

在相互学习情况。例如1941年4月成立的苏皖

边区行政学院艺术系美术班是以素描练习为主的

培训机构，美术班的教员不多，有些教员自身也没

有经过正规的美术院校培训，因此学习中经常和

学生进行交流和探讨，相互促进。

6、举办展览，以实践检验教学成果

在新四军驻地办展览，第一可以检阅同学们

的学习效果，第二可以扩大对外宣传，第三可以调

动学员们的学习积极性，第四可以给予学员们更

多的学习机会。华中鲁艺美术系曾在盐城大街上

找到一所过去开过茶馆的旧房子，同学们自己动

手粉刷一番，建立了一个“大众画廊”。学员的作

品可以在此展出，每隔一、二周，换一次内容，“大

众画廊”成了华中鲁艺美术系创作教学的基

地口J。1941年3、4月间，华中鲁艺美术系组织了

一次大规模美展。本院师生都有作品展出，当时

在盐城的美术工作者如卢芒、沈柔坚、费星、项荒

途等都有作品参加。这次美展不仅有群众常见的

木刻、宣传画、漫画、石版画、连环画、年画，也有素

描、速写、皮影和油画及风景题材的画。展览品约

有三百件左右，挂满了华中鲁艺的整个教室。学

员们在向群众展出自己作品的同时，还可以观看

老师及已参加工作实践的美术工作者的作品，可

以在检验自己美术水平时看到自己的不足，能有

一个更好的交流与学习的机会⋯21-22 0

有时候展览会在集市展出，从街头到街尾，沿

墙挂得满满的。往往作者一面讲解自己作品的内

容，一面倾听群众的反映。听到好的反映，学员的

学习劲头受到了鼓舞；听到不好的反映，就在下次

创作中改正。

7、军事化管理

新四军的美术教育是为部队培养美术工作人

员的，学员都是已经参加了新四军的文艺战士。

华中鲁艺行政上直属新四军军部领导，他们在生

活上也是完全军事化的，华中鲁艺师生在进行紧

张而丰富多采的教学活动的同时，仍坚持必要的

军事训练，从贯彻内务条例做起，每天坚持跑步出

操，进行最基本的制式教练及军风军纪教育，使每

个学员习惯于军事化、战斗化的生活，力求做一个

符合要求的新四军战土。华中鲁艺全院编为一个

大队，设有大队长、教导员，各系编为一个中队，设

中队长、指导员。不管男女同学，每人两颗手榴

弹，每个中队约十条枪。作息时问都是吹号。无

论住在城里还是行军野营，日夜都有同学轮班站

岗放哨。这种军事化管理使同学们作风严谨，学

习用功，为当时党的队伍培养了不少合格的美术

人才。这些美术人才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年代里，

艰苦奋斗，发挥才华，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做

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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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四军美术教育给当代美术教育
的启示

‘

新四军的美术教育，师资实力较强，采用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注重学生实践技能的

培养，这一点比较适合地方工科本科院校美术教

育的实际。新四军美术教育注重学生实践技能培

养的教学模式是为了适应当时宣传人才的实际岗

位要求而产生的。我国目前地方院校的美术人才

的培养不应和国家重点院校一样去刻意追求人才

培养的高层次性，也应该注重其美术技能的教育，

培养适合当前社会需求的美术人才，毕竟现在应

用型美术人才的需求量远远超过创意型美术人

才。相互学习，注重团队精神，这是当时新四军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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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ine Art Education of the New Fourth Army in Yancheng

LI Feng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of Yane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Jiangsu Yaneheng 224051，China)

Abstract：The New Fourth Army§fine arm education wtm the applied fine art education．c蚴posed mainly of fine arts education in

schools represented by Huazhong School of Luxun Arts Institute and various kinds of fine art education training course in the a和

my．Because of special background of the Walt-of resistance against aggression，the New Fourth Anny§fine arts education presents

various epoch characteristics which include main applied coui'se$7establishing。teaching with the principle“integrating theory with

practice”，surmounting dithculties to teach，obtaining materials from local 80ulP．圯$and giving full phy to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studying each other and constantly improving，examining teaching achievements with exhibitions，they play锄effective role of

guiding，using for reference and enlightening to Chinese fine art education which is sill irmovativing at present．

Keywords：the New Fourth Army；fine art education；．characterlsties；enligh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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