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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历程   永恒的辉煌
——从《开国大典》感受党史与艺术的巧妙融合

◎吴阳
摘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伟大的中国人民走过了荆棘丛生的战斗岁月，历经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和不懈努力，

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使得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国共产党人用坚定的信仰、顽强的意志和

无比的忠诚，一步一个脚印地书写着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的辉煌历程。当时间的脚步走到 1949 年 10 月 1

日那一天，开国大典就是全体中国人民最自豪、最自信、最自强地宣告书，她向全世界发出了最强声音——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一天来之不易，这一天无比辉煌！这一天在新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人

民心中成为伴随终生的永恒记忆！开国大典的盛况在当时被影像、声音、照片、文字等方式所记录，之后画家董希文为庆

祝新中国的成立又绘制了《开国大典》巨幅画作，这幅画作真实地再现了伟大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开国大典时的庄严

场景，把一个新的时代定格在那一个永恒的辉煌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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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文化思想和文

化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创新。文化艺

术成为展现新中国蓬勃朝气的重要表现方

式。一切艺术创作都要服务于社会主义建

设和人民需要，用艺术真实来描摹轰轰烈

烈的社会主义大建设的壮观现实，把为人

民服务的时代精神融入艺术作品中，为国

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做贡献。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艺术作品对国家和人

民的重要性

1949 年 10 月 1 日的开国大典，标志

着中国共产党从 1921 年 7 月成立之初所

设立的伟大目标成功实现，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人民走进了开天辟地的新时代。从南

湖红船到天安门城楼，这一路走来的是无

数先烈热血铺就的革命之路，在通往理想

之巅的征途中，没有流血就没有前赴后继，

没有牺牲就没有胜利硕果，鲜血染红的五

星红旗，是中国人民心中挚爱，“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唱出了人民

信念，正是这坚定而质朴的信念支撑起共

和国坚不可摧的锦绣江山。

歌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歌颂伟大

的祖国、歌颂伟大的人民、歌颂伟大的

人民领袖，是新中国艺术家义不容辞的

责任和义务，而这幅《开国大典》给人

带来的是一种新中国气势磅礴的勃勃生

机和无敌于天下的昂扬气势，正是这种

催人向上的精神感受，才使得这幅巨作

在新中国美术史上处于非常显著的地位

并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一） 董希文和《开国大典》

董希文是浙江绍兴人，著名油画家和

美术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美术

学院教授，创作了一系列主题性油画作品，

如《开国大典》《百万雄师过大江》等，

他的画作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誉，是一

位油画功底深厚、油画作品精湛、油画成

就斐然的画坛巨匠。

《开国大典》的创作背景是 1952 年

中国革命博物馆需要一幅反映开国大典盛

况的巨幅画作，这一任务就落到中央美院

教授董希文身上。为此，董希文翻找资料、

查阅影像、精心构图，将准备工作做到极

致。经过反复斟酌、反复修改等工作，才

将画成的小稿呈现给徐悲鸿、吴作人等名

家把关，得到一致赞同后董希文满怀信心

开始作画，经过几个多月的创作，完成这

幅巨画。1953 年 9 月 27 日《开国大典》

在《人民日报》刊登，产生强烈反响，为

当年的国庆节献上一份厚礼。

（二）《开国大典》创作意义

《开国大典》是一幅必定会载入中

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传

世名画。它从问世以来，就是一幅真实

的历史瞬间的写照，更是一种家国情怀

的宣扬，不论是从党史角度还是从艺术

角度来说，蕴含在画里画外的深刻意义

显而易见。

1. 党史角度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明确了要

建立一个以人民为利益为奋斗目标的共产

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

段，因为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

党坚持不懈地进行着革命斗争，他们坚定

革命意志，坚守革命初心，以星星之火燎

原了中华河山。坚持、坚守、坚贞、坚强

是中国共产党从弱小发展到壮大、从被动

转变为主动，以满腔热血之躯换来建国伟

业。任何华丽的语句，也不能描述伟大的

中国共产党为国为民所承担的责任和付出

的艰辛，居功至伟、彪炳千秋。雄鸡一唱

天下白，从此百姓得安康。这是中国老百

姓最深刻的感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这就是黎民百姓对中国共产党的最高

信任和最高赞誉。1949 年 10 月 1 日的开

国大典，是中国共产党把对国家、对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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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承诺和誓言落到实处的一种表现方式，

更是结束旧时代、走向新时代的一个分水

岭。从这一天起，伟大的中华民族从积贫

积弱的疮痍之地，开始走上欣欣向荣的康

庄大道。所以说开国大典在中国共产党党

史上具有深刻含义，它是前一个征程的奋

斗目标，它又是新一个征程的基准起点，

它的意义就在于时刻提醒我们共产党人，

要永葆砥砺奋进的使命精神，为实现更远

更高的革命目标而努力奋斗。

2. 美术角度

巨幅油画《开国大典》是新中国成立

之后最具代表意义的杰出画作，它在新中

国美术史上也具有力能扛鼎之地位。观赏

此画，视觉感受到极大冲击，震撼之情油

然而生。用油画这种表现方式描摹出满目

的中国元素和中国风格，将厚重、沉稳、

浓郁、欢快、清新、高雅等等各种情绪涵

盖其中，把历史的瞬间永远停留在那一时

刻。从构图上能看出作者匠心独运，画面

造型比例非常舒服。毛泽东主席手持讲稿

处于画面中央位置，身前的四个话筒排列

整齐，金属质感强烈，屋檐上大红宫灯高

悬，垂下的灯穗微飘，脚下铺着红黄相间

的地毯，与柱子和宫灯颜色相融合。以话

筒为中轴线，主席左侧身后一步之遥站立

着密集的人群，身侧大红的柱子和大红的

宫灯既厚重又庄重。话筒右侧一排栏杆，

一根雕刻着莲花的石柱高出栏杆一截，栏

杆下菊花怒放，盎然向阳。城楼外天湛蓝、

云洁白，一朵朵棉花般的祥云仿佛在缓慢

漂移，城楼下红旗招展，组成旗帜的长河，

寓意着人民群众就是战无不胜的汪洋大

海。这幅画从构图中能看中作者用心之细

腻，构图中使用对称造型，一侧人物密集

且色彩浓厚、一侧景物敞亮且淡然空旷，

在精心布置的轻与重、多与少、浓与淡、

密与疏画面中充满了中国传统艺术语言。

红色代表着喜庆、喜悦、庄严、庄重，蓝

白代表着轻快、愉悦、放松、自在，将对

比色彩运用到极致，也是彰显在这一特殊

的时刻里。中国人民精神世界的愉悦和感

情世界的满足，在这一刻形成高度的契合，

不如此就无以表达的迫切愿望，是一种从

心底里升腾起来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色彩

运用在此画中，也是在表达中华民族特有

的思想情感和欢庆形式，那就是团结一心，

天下无敌。

二、《开国大典》对当今艺术思想的启迪

和影响

（一）继承前辈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

在这百年辉煌的征程中，是伟大中国共产

党带领着全国各族人民群众栉风沐雨一路

前行，生逢盛世，是我们新一代青年人的

共同福祉。江山代有人才出，只要有我们

一代接着一代的共同努力，我们红色事业

才能继续朝气蓬勃地传承下去。

（二）独特的民族特质和精神家园

中国之所以是中国，就在于中华民族

具有共同认知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模式，在

独特的教育理念和学习方法中，民族特色

非常显著。中华民族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悠

久历史，在历史的长河里也逐步形成了本

民族独特的思维模式和性格属性，既富有

仁义、尚礼、谦逊、平和的心理特质，更

富有刚毅、果断、坚韧、勇敢的性格特征，

我们不惹事，我们也不怕事，我们能从一

次次的艰难困苦中走出来，就是因为有中

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全体中国人民团结

一心，这就是铜墙铁壁，这就是众志成城。

艺术的特质跟国家特质是相同的，在新时

代更要彰显艺术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本

质，虽然多元化是当今世界的潮流，但是

艺术的发展在与时俱进的同时，也要做到

坚守初心、坚守本真，用艺术语言记录时

代洪流，就像《开国大典》这幅经典画作

一样，经得起岁月流淌，经得起时代变革，

在历久弥坚的时光中，依然闪烁着震撼人

心的光芒。

三、结语

如今，重温《开国大典》这幅经典画

作时有了更加深刻的启示和启迪，回荡在

心灵深处的是万千感慨和深深的感动。感

慨的是老一辈革命者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

的丰功伟绩，感动的是老一辈艺术家为讴

歌时代而孜孜不倦地付出和精益求精的严

谨精神。在庆祝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百

岁华诞的幸福时刻，学习党史，能促进我

们青年一代更加坚定跟党走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重温经典，能给我们青年一代精神

上的鼓励和思想上的升华。“每个人都有

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由此给

我带来的深刻感触，就是不管在任何时候

和任何环境下，一定要坚守初心，坚守学

以致用的学习态度，在学习和传承艺术精

髓的前提下，还要不断地进行自我发展和

提升，用实际行动去继承和传承中华民族

的优秀品质和高尚精神，为建设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去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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