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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演繹及其歷史敍事
——以土改運動題材為例

●邱鋒、魏薇

摘要：土改運動不僅是中國革命美術創作的重要主題，也是藝術家以視覺形象開

展的歷史敍事與記憶重構的主題之一。本文以二十世紀40至70年代創作的土改

圖像為研究對象，認為相關圖像可分為表現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兩類，

並將其創作特點歸納為一種關係，即圖像問世愈晚，意識形態化和政治化程度愈

高，階級鬥爭情勢偏離「客觀性現實」的程度愈高，「客觀性現實」與「表達性現實」

的距離愈大。基於土改過程和藝術媒材的傳遞承載作用，土改由真實場景到革命

現實主義歷史題材繪畫，經歷了表達的現場化、表達的功利化、表達的歷史化三個

層次的攀升。本文專注於從敍事功能的角度解析這些圖像作品，並試圖就其歷史

敍事的層次提出一種結構性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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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問題的提出

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重要一環的土地改革運動，是中國革命美術創作中

的一個重要主題。二十世紀40至70年代，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藝術工作者

圍繞這個主題創作了不少畫作。它們不僅是一種獨立的圖像類別，也是以視

覺形象的方式對政治話語的解析與宣傳，更可以看作是以文字之外的手段參

與中共革命的歷史書寫與記憶重構。其中一些作品，早已被前輩學者從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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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或作品風格分析的角度討論過了1。因此，本文所做的工

作一方面是在前人的基礎上進行一些必要的整理和綜合；另一方面為了避免

與之前的研究有不必要的重複，本文主要專注於從圖像的敍事功能角度來解

析這些作品，並試圖就其歷史敍事的層次提出一種結構性的看法。

由於土改敍事複雜紛亂，若想將藝術作品與創作者、話語形態以及社會

背景結合起來，或可以一種社會學方法作為參照。本文的論述受到黃宗智提

出的「客觀性現實」和「表達性現實」這一對相互關聯的結構性概念的啟發並有

所借鑒。在研究二十世紀中國革命中的農村階級鬥爭問題時，黃氏把社會現

實劃分為客觀性現實和表達性現實兩重空間：客觀性現實對應於社會—經濟

和制度的背景，是具體的行動和事件；表達性現實則對應於象徵性領域或話

語的形態，是思想和態度。二者之間不是一種決定與被決定的關係，而是雙

方都承認對方的相對獨立，二者可以有着獨立的起源、意涵和結局，各有其

運作邏輯，雖相互關聯，但往往具有不一致性2。這種思考顯然也受到法國

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人的啟發3。

若將上述關係放置於圖像分析當中，圖像作為一種物質性的載體，可以是 

對於某種客觀性現實的描述，有關的歷史事件和過程可以通過寫實繪畫的方

式得以表現。同時，圖像作為一種宣傳媒介，也具有傳遞表達性現實的功用。 

思想的傾向通過圖像得以傳遞，其象徵性意義、意識形態話語、政治性的上

層建築及哲學傾向等都可以借助視覺的方式呈現4，從而構建出表達性現

實。這種關係在二十世紀中國的革命美術中表現得至為突出。1942年毛澤東

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和藝術的統一，

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5 

內容和形式與革命文藝相聯繫，被賦予政治意義。從內容上說，革命美術在

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更迫切地需要喚起革命情感和鬥爭意識，儘管其

創作方法各有不同，但都包含了政治參與之下的特殊情感，就是以畫為語、

以畫為史、以畫為故事，進行更寬泛和易於理解的闡釋。闡釋就意味着對現

象的重構與重述，進行某種「再現」，本質上關涉如何利用圖像語言建構革命

歷史和樹立新的意識形態的問題，體現着客觀性現實和表達性現實之間微妙

的結構關係。

中共早在大革命時期就曾實行土改，此後歷經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新

中國建立各時段。抗日戰爭期間，為了聯合地主階級一致抗日，抗日根據地實

行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政策經歷了

從1946年〈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五四指示」）到1947年〈中國土地法大綱〉 

的轉變（下詳）。新中國建立後，於1950年發布〈關於新解放區土地改革及徵

收公糧的指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份的

決定〉等，完成了土地的沒收和徵收、階級劃分等一系列工作，直至1953年春

全國性的土改基本完成6。

不同的時間段裏實行的土改政策不一，即使在同一時間段不同地區的政

策也有所區別；生活中對應的現實情況不同，藝術家捕捉到的現實題材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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