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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兴版画诞生於上世纪"#年代末!因其与生俱来的革命色彩和工

具属性!使得学界和大
0

习惯於将它视
!

革命的视觉例证!而非纯然的艺术

作品#这一方面固然揭示新兴版画的重要特徵!但另一方面也遮蔽它作
!

艺

术媒介的丰富意涵#艾姝的新书*刀与木的召
X

"新兴版画运动早期的艺术

媒介与传播&&'"'.&'$( '+可以视
!

去遮蔽的一种尝试#本书以$媒介 %

与$传播%

!

切入点审视早期新兴版画的发展!呈现出研究视角的创新性#

绪论部分概述本书的主要瞃索和
"

容#作者首先辨析 $新兴版画 %较

$新兴木刻%在囊括版种等方面所具有的优势!?着重介绍早期新兴版画运

动与左翼文艺之间的密切关!以及作
!

新兴版画导师的鲁迅所发挥的重要

作用#在此基础上!作者矨清$媒介%与$传播%这两个全书核心词的概

念#关於$媒介%!可以从实体和资讯两个层面理解#前者包括版画实体及

其工具(技术!以及被视
!

$传媒机构%的版画社团(展览0後者主要指版

画的图文
"

容(形式风格(图像模式等
H

含的各种资讯#在$传播%方面!

书中不仅注意新兴版画的社会宣传功能! $而且关注1传播2的两个层面!

即展览中人员组织的1沟通2!以及报刊和广播等所充当的 1心灵的交通工

具2%&页&) '#在充分阐释上述两个核心概念的基础上!作者根据早期新

兴版画运动中的重要现象从%个层面架构起全书
"

容... $这一时期的版画

艺术媒介探索(以全国展览
!

代表的艺术传播(传播
"

容中流行的图像模

式!以及世界艺术
!

新兴版画提供的视觉资源%&页&( '#

第一章主要探讨早期新兴版画版材料的媒介探索和版画技法文献的写

作情癋#在版画媒介方面!除了
0

所周知的木刻外!书中还提供砖刻(石

刻(胶版(铜版等不同版种被探索的史实#在具体论述中!作者细地讨论

不同版种之间的材料(语言和风格差?#如砖刻因材料属性多呈现出
,

颗粒

感!在石版画中则可以实践晕刻法!胶版因质地特殊更易呈现出平滑轮廓!

等等#此外!作者也指出!不同材料的版画实验主要发生在&'$$.&'$0年#

此际作
!

个人兴趣的探索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尊重!而到抗战全面爆发

後!新兴版画的艺术性实验则失去了立足的空间#在关於版画技法文献的研

究中!作者发现新兴版画运动早期的文献呈现出)个方面的特点...作者多

!

版画创作者(写作以木刻
!

主(资料
"

容从翻译向实践经验总结发展(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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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文献多
!

日语资料(专著与报刊类型兼有(资料
"

容呈现出地域差?#在

此基础上!书中专门分析版画文献中对 $创作版画%和$木口木刻%概念的

认识!?得出两点结论"对$创作版画%的重视!标榜着版画家自我表达和

版画艺术媒介的自主性0与$木口木刻%相对的$木面木刻%被认
!

具有东

方传统木刻基因而受到中国木刻家的推崇#

第二章以新兴版画运动早期的全国性展览
!

中心讨论其传播问题#通过

对&'$0年和&'$)年两次全国木刻展览会的组织考察!作者勾勒新兴版画从活

动转向运动(从地方走向全国的发展历程#与此同时!书中还对两次展览的

6

事框架进行还原!揭示展览中
H

含的$古今中外%逻辑( $扬中重今%观

点和$借史喻今%背後的进化史观与民族精神#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在论述

展览参与者的联合(协作情癋之外!还以金肇野的观点
!

引!揭示在新兴版

画运动早期!因政治立场(媒介的阶层属性(文艺趣味等因素造成的人员之

间的观点分歧!还原充满矛盾的历史现场#此外!作者通过对全国木刻流动

展览会的考察!发现$展示1国防木刻2作品(流动展示以深入民间进行宣

传(以连环木刻
!

代表的跨媒介合作!这三个相互关联的木刻宣传之发展趋

势在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及其筹备和展览期间得到了较
!

集中的体现%&页

&0' '!进而揭示新兴版画在促进艺术大
0

传播和参与政治宣传中发挥的

作用#

第三章是关於早期新兴版画图像模式及其来源的探讨#根据书中
"

容!

所谓图像模式!可以理解
!

作品在形式(

"

容等方面呈现出的创作规律和类

型化特徵#这既属於艺术本体层面的研究!同时也涉及版画之用的问题#作

者将早期新兴版画的图像模式概括
!

$拼合图像%和$标语画%两大类#前

者可以分
!

$上下层级 %$?列多场景 %$语词式图符 %$种#书中推断!

拼合图像$主要直接受到构成主义重构组织法则的影响!兼受其他现代流派

拼贴手法的
#

发%&页&*0 '#这一结论既
!

我们理解新兴版画中 $拼合图

像%整体类型的形成提供较
!

清晰的
A

络!同时又不排除国画(漫画(连环

画(戏剧(电影等其他媒介对版画
%

生影响的可能性!

!

不同作品的多样化

分析留有馀地#与此同时!作者还指出!这种深受外来因素影响的图像模式

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发展出明显的本土化特徵#一方面!在革命观念的要求

下!版画青年既?用多人物(多场景资讯的聚合式图像来表现大
0

之

$

0

%!又尽力弥补构成主义的碎片感而向现实主义潮流靠近0另一方面!

带有中国传统和民间元素的装饰纹样开始在作品中出现#与$拼合图像%相

对杂的构成相比! $标语画%的识
*

要更
!

容易...或是在图像中出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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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字!或是作品的命名具有口号性质#从形式构成来看! $

0

人.怒吼.

口号%是以上两类作品共同的视觉特徵#而从功能性角度来看!这类作品的

出现和广泛传播亦可视
!

革命宣传的
%

物#正如作者使用$声音转向%一词

来形容这类图像!新兴版画中的$标语画%通过图文结合的视觉方式模拟听

觉传播的效果!大
0

性(鼓动性的特质被进一步
,

化#

第四章主要讨论新兴版画运动早期所受外来艺术资源的影响#作者先後

分析英国与法国(德国(苏联(日本(美洲的艺术作品和思想在早期新兴版

画运动中的传播与接受情癋!?揭示中国新兴版画界对不同风格流派的接受

和选择过程实际上也是他们对现代木刻种类的认识和判断过程#在此基础

上!作者进一步做出$个方面的论断"其一!共
%

国际对版画等左翼艺术在

全球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0其二!中德学会(中苏文化协会等文化机构对於

外国艺术在中国的传播
%

生助益0其三!中国新兴版画接受的外来影响主要

来自现代艺术!从而使得新兴版画的现代性呈现出$互文%特徵#

结论部分再次
,

化本书主题!从技术与媒介的角度讨论作
!

社会构建媒

介的新兴版画#作者从沟通组织性(跨界性和媒介现代性$个层面!审视

&'"'.&'$(年间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发展!揭示新兴版画作
!

一种独特媒介

在中国近代社会构建中的作用" $新兴版画运动早期的创作者!通过版画媒

介技术将现实世界转化
!

艺术图像!不仅改变"#世纪上半叶图像生
%

和传播

的主要方式!更通过图像中注入的现代观念搅动着思想的革命#新兴版画成

!

交织着技术(艺术与社会现实的构建性介质# %&页$## '

本书最
!

精彩的部分当属第三章关於图像模式的归纳分析!

!

读者理解

早期新兴版画的图像来源和构成提供新的思考!但图像本身的杂性也让相

关结论具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如在定义$上下层级%拼合图像时!书中概

括如下" $有一类新兴木刻版画图像!围绕前景或画面中心的一人或一组

人!在背景中排布若干缩小比例的场景# %&页&)$ '从书中举例来看!以

上特徵十分明显#接下来!作者又进一步指出" $这些图像的画面
"

部有明

显的图像层级关"人物居下层!其所思所想
%

生了上一层级的图像!即缩

小的场景# %&页&)% '这一论断则值得商榷#在书中列举的画作中!不少

作品!如李桦的*兵变+(

3

新波的*怒吼+(唐英伟的*逃亡+(沃渣的

*中国妇女+的主体形象表现都?用顶天立地式的构图!即人物?据从画面

顶端至底端的主要位置!与$人物居下层%的特徵?不相符#因此!背景与

前景之间构成的$上下层级%关也就难以成立#反而是作
!

背景的$缩小

场景%!时以分层形式表现!如
3

新波的*怒吼+(沃渣的*中国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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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可以$上下层级%称之#关於部分作品的归类也值得再讨论#如作者将日

本漫画家柳濑正梦的*日刊读者突破千万) +作
!

$?列多场景%图像模式

的
#

发源之一!但这幅作品主体人物突出(背景排布缩小场景的构图形式显

然又与$上下层级%模式更
!

接近#而段青的*&'$)年的危机+虽然被归

属於$语词式图符%一类!

8

也呈现出较
!

明显的$?列多场景%特徵#

本书从媒介与传播的角度重新审视新兴版画运动早期的发展历程!淡化

以往过度
,

调新兴版画政治宣传属性的观点!呈现出其一度被弱化和遮蔽的

其他丰富面向!

!

新兴版画课题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跳出具体
"

容的讨

论!也颇能窥探当下美术史研究的新气象#近年来!中国美术史研究越来越

明显地呈现出跨文化(跨领域的趋势#目前学界对於美术留学史(民国西部

艺术考察等综合性课题的关注!直接反映这一趋势#再看部分学者的学术成

果!如曹庆晖关於中国留学生与法国雕塑大师布德尔的研究!蔡涛关於*现

代版画+杂?的研究!胡斌关於董希文与印度支那美术学院的研究!

'

雪杉

关於长城的研究!杨肖关於庞薰鯣的研究等!都从$跨%的角度尝试在传统

美术史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视野和方法的突破#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艾姝的

*刀与木的召
X

+!本书在国际传播的视域下观照早期新兴版画的诞生和发

展!?在图像学之外!有意借鉴社会学(传播学等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展

示作者综合学术素养!也使相关的讨论更具
$

服力!不失
!

中国近现代美术

史跨文化(跨领域研究的有益尝试#

宋金明

中国艺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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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妇女史研究的兴起! $女性解放%成
!

重要的学术话题#事实上!

这是一个涉及层面很广的学术话题!不仅与政局变动(社会变迁有关!还与

当前眼光向下的研究趋势有密切关#探寻历史未知的声音!是史学者的职

责所在!对历史
6

事中失语的底层女性更是如此#

近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留意底层女性群体!论者渐丰#丛小平著译

*自主"中国革命中的婚姻(法律与女性身份 &&'%#.&')# '+&下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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