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媒史话

. 刘晓慧

抗战时期桂林美术运动中的 《救亡日报》

19 3 7 年 8 月 24 日
,

中国共产党和

国民党于上海合作创办的 《救亡 日报》

是中共首次在国统区获得的一个公开合

法的宣传阵地
,

一个具有广泛统一战线

性质的舆论喉舌
。

作为文化界统一战线

的报纸
,

《救亡 日报》屡次遭到日本侵

略者
、

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和查禁
,

先

后由上海辗转到广州
,

之后又到了桂林
。

抗战时期的桂林是中国西南大后方的一

个进步文化中心
。

当时的桂林文人荟萃
,

救亡文化活动蓬勃发展
,

造就了
“

文化

城
”

的美誉
,

享誉中外
。

¹

作为桂林抗战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

美术运动在邹寸十分活跃
,

所谓抗战时

期桂林美术运动
,

是指中国抗日战争时

期
,

发生在桂林的所有美术现象
、

美术

思潮
、

美术活动
,

以及美术家个人的生

存状态与生平等
。

它既是
“

五四
”

以来

中国美术的延续与发展
,

又是中国抗战

文化和世 i早反法西斯文化的重要组成
。 º

桂林版 《救亡 日报》对当时桂林美术界

不遗余力地报道与宣传
,

在其整个抗战

宣传中极具代表性
,

对推动桂林的美术

运动具有深远的意义
。

本文选取的研究

范畴是
: 19 39 年 1月 10 日

,

《救亡 日报》

在桂林复刊
,

到 19 41 年 3月 1 日
,

驻

桂林的国民党新闻检查所奉蒋介石重庆

当局的密令查封报社
,

这一历史时期 《救

亡 日报》关于桂林美术运动的报道
。

背景描述

抗战时期
,

桂林之所以一度成为西

南一带的革命文化中心
,

有其深刻的历

史及社会背景
。

抗战初期
,

北平
、

上海

相继沦陷
,

文化艺术界人士以及各类文

化事业机构或撤往武汉
,

或南迁广州
。

19 38 年 10 月
,

由于 日军的进攻
,

武汉
、

广州相继失守
,

当时在那里的文艺界人

士
,

除一部分去 了重庆
、

香港以及其他

抗日根据地
,

三分之一的人都内迁至桂

林
。

当时的桂林政治环境极为复杂
:

国

民党桂系» 控制着总的局面
,

一方面
,

桂系当局 同蒋介石之间合作与矛盾共

存
,

使桂林处于桂系同国民党中央若即

若离的错综复杂的状态
,

蒋介石的复兴

社
、

陈立夫陈果夫兄弟
“ C

.

C
.

系
” 、

孙

科的
“

太子派
” 、

宋美龄的
“

夫人科
”

⋯ ⋯

以及一些进步组织都在这个地方建立了

据点
;
另一方面

,

桂系当局对中共坚持

抗战
、

团结
、

进步的主张
,

原则上表示

接受
。

周恩来同志根据中共的方针和广

西的实际情况
,

在桂林建立了八路军办

事处
,

这是中共在西南地区一个公开的

代表机构和领导核心
。

桂林在政治上的特殊背景
,

使许多

文艺界人士以及各类文化事业机构宁愿

来桂林发展而不愿去重庆
,

毕竟当时的

重庆是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
,

政治
、

文化上的控制 比桂林严
。

¼ 美术界也不

例 外
,

著名版画家鄂中铁曾这样评价

抗战时期桂林的美术界
: “

当时的桂林
,

由于政局的演变
,

已逐渐形成一个重要

的文化中心
” ,

美术
“

力量比重庆强得

多
” 。

½ 据杨益群教授统计
,

当年客桂较

知名的画家达 2刃 多名
,

几乎集全国画

坛高手于一地
,

其中包括举世闻名的美

术大师徐悲鸿
、

张大千
、

丰子恺
、

关山

月
、

黄新波
、

廖冰兄等
。

美术团体
、

院

校多达 40 多个
,

其中包括中华全国木

刻界抗敌协会
、

国民军事委员会漫画宣

传队等全国性美术组织
,

以及徐悲鸿
、

张安治等创建的广西省立艺术师资培训

班等
。

¾ 美术出版物更是琳琅满目
,

专著
、

画册 107 种
。

已发现的美术刊物 ( 包括

报 纸的美术副 刊 ) 达 26 种 之多
,

其中

有不少是颇具历史
、

学术价值
,

弥足珍

贵的
,

如 《抗敌画刊》
、

((0 寸代艺术》
、

《漫

图木刻月选》 以及 《救亡 日报》
。 19 39

年 1月 10 日
,

《救亡 日报》在桂林复刊后
,

紧接着 2 月 21 日就出版了美术副刊 《救

亡木刻》创刊号
。

该刊为旬刊
,

主要刊

登反映抗战运动的木刻作品
,

图文并茂
。

之后
,

为扩大漫 画与木刻运动的发展
,

从第九期 ( 即 19 39 年 5 月 11 日 ) 起改

名为 《救亡漫木》
。

除了这个专门的副

刊板块
,

作为文化界统一战线的报纸
,

《救亡 日报》对桂林美术界各项运动的

报道和宣传从来都是不惜版面的
,

尤其

是在其几乎每天出版的副刊 《文化岗位》

上
,

关于抗战美术运动的文章更是 比比

皆是
,

足见当时桂林美术运动的繁荣与

兴盛
。

桂林美术运动中 《救亡 日报》

的报道与宣传

笔 者查阅了 《救亡 日报》从 19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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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专乡某互巨i
二
舌

年 1 月 10 日复刊到 1941 年 3 月 1 日停

刊期间的报纸原件
,

发现 《救亡 日报》

有关美术运动的消息
、

评论
、

通讯
、

诗歌
、

图片等作品主要刊登在第四版
。

第四版

主要刊登副刊 《文化岗位》
,

《文化岗位》

是抗战时期极为著名的一个副刊
,

几乎

每天出版
。

第四版若不出版《文化岗位》
,

就出版其他专题副刊
,

其中就包括出版

画展专辑
,

以及旬刊 《救亡木刻》 (后

改名为 《救亡漫木 )})
。

其他版面也间或

有些相关的文章和 图片
,

比较起来
,

在

第三版上出现的几率则更高一些
。

通过

分析这一时期桂林版 《救亡 日报》关于

美术运动的报道
,

可将其宣传重点归纳

为以下两个方面
:

!
.

倡 导精诚 团结
、

求同存异
,

以巩

固美术界反法 西斯联合阵线

《救亡 日报》对美术界的抗战活动

总是予以充分的报道和大力的支持
。

当

时的桂林画展 比比皆是
,

形式多样
,

内

容丰富
。

《救亡 日报》 不仅有展必报
,

而且常常用整版的篇幅刊登
,

如 《留桂

画家抗战画展特刊》
、

《黄超桂南战地素

描画展特辑》等
。

《救亡 日报》日出四版
,

能以整版的篇幅刊登画展
,

足见该报对

抗战美术运动的重视和支持
。

而且如有

必要
,

《救亡 日报》甚至不惜版面
。

19 4 0 年 10 月 31 日
,

著名国画家关

山月在桂举办
“

关山月画展
” , ‘

,(( 救亡

日报犷 11 月 1 日即推出 《关山月画展

特辑》
,

不仅刊发 了广西省主席黄旭初

题词
: “

以崭新之笔姿
,

写桂林之风景
,

堪为山水写生色
。 ”

还刊 登了广西临时

参议会议长李任仁的文章 《略谈山月的

作品》
。

此外
,

还刊登了由黄旭初
、

苏

希询
、

黄同仇
、

杨东药
、

陈此生
、

夏衍

等人联名撰写的 《介绍关山月先生个人

画展》
,

称关山月
“

为艺坛大师高剑父

先生人室弟子
,

亦一前进之新中国画家
,

能将大时代题材表现于国画上之成功

者
” , “

纯熟之技巧
,

崭新之笔致
,

不但

为国花别开生面
,

且为江山增色不少
” 。

11 月 2 日又对此次画展追踪报道
: “

关

山月画展
”

共展出参加过苏联中国艺展

的 《三灶岛外所见》
、

《渔民之劫》和在

香港举行个人画展的 《从城市撤退》
、

《游

击队之家》
,

以及来桂后所画的桂林山

水
、

人物画等一百多幅
。

其中有十多幅

桂林山水画和侵略者末日的宣传画
, “

已

为桂林爱好艺术者出巨资定购
” 。

整个

展出
“

内容卓越
,

取材新颖
,

为国画进

步之表征
” 。

除了画展的宣传
,

《救亡 日报》也

注重抗战美术运动中典型人物的宣传
,

比如著名漫画家余所亚
。

通过文章 《看

余所亚的画》 (李育 中) 告知人们余所

亚如何以坚强毅力
,

克服下肢瘫痪所带

来的种种不便
,

积极筹备中华全国漫画

作家协会
,

举办
“

夜萤画展
” 、 “

春潮美

术画展
” ,

以及街头漫画展登
,

还开办

漫画训练班
,

以促进桂林漫画运动的广

泛开展
。 ¿

《救亡 日报》在全面展示桂林美术

运动的同时
,

着重宣传美术界的友好团

结
。 19 40 年 j 月 27 日

,

《救亡 日报》专

门刊登了艺术师资培训班负责人张安治

评价桂林全省
“

抗战画展
”

的文章 《美

术工作者团结的象征 》
,

指出
“

美展是

桂林美术工作者大团结的象征
,

以往数

十年来
,

我国美术
,

充满门户之见
,

互

相轻视
,

使整个美术运动不上轨道
,

不

能在学术上树立坚 固的基础
,

抗战以后

能放弃成见
,

在一致的目标下互相切磋
,

共同努力者仍旧是很少
。

可是桂林的 同

志已彻底觉悟到这一种 固执的错误
,

在

几次联谊座谈之后
,

便增加了互相的了

解
,

树立了共同的信仰
,

而准备更进一

步的合作
。

这美展就是代表团结
、

合作
,

向同一目标迈进的第一声
。 ”

对于不 同艺术观点
、

流派
、

风格的

探讨
,

《救亡 日报》 总是推波助斓
,

促

进争论的深人
,

推动抗战美术运动
。

但

若发现有打击
、

嘲讽进步因素或新生力

量
,

抑或争论双方偏离大方向
,

出现人

身攻击迹象时
,

则会态度鲜明地予以制

止
、

疏导
。

关于宣传画之争
,

便是突出

一例
。

这场争论是 由 《抗战时代》发刊

词 中有关
“

宣传画 (漫 画 )
”

的提法而

引发的
。

在 19 39 年 6 月 12 日《救亡 日报》

刊发的 ((( 抗战画展 ) 特辑》 中
,

阳太

阳
、

汪子美
、

特伟分别著文对上述提法

表示异议
,

并牵涉到对
“

学院派
”

的评

价
。

张安治即于 6 月 巧 日在 《救亡 日

报》上发表文章 《画论商榷》
,

表示要

同上述三位画家商榷
,

就所谓
“

学院派
”

和宣传画提出不同看法
。

这场争论不断

升温
,

在 《救亡 日报》上持续了十多天
。

双方各执其是
,

始终无法统一观点
,

且

已开始离题
。

为使争论向积极的方向发

展
,

《救亡 日报》于 6 月 23 日发表署名

施谊的文章 《画论论辩旁白》
,

作者站在
“

一个观察者的地位
” ,

认为争论有消极

与积极之分
。 “

消极的
,

尽可不必作关

于宣传画的领域之争
” , “

不免是重复了

世界美术史
、

艺术批评上的
‘

永久价值
’

与
‘

时代价值
’

之争
,

同时也就把
‘

宣

传的
’

和
‘

艺术的
’ ,

又重新拉成对垒

的分立
” , “

这样
‘

划地之争” , ,

不大必要
;

积极的辩论
,

则是彼此超越
“

划地之争
” ,

“

展开一个从矛盾到统一的辩证的理论

斗争
。

因而可以达成画家们
,

对于作画

态度
,

创作意识之步调的齐一
,

画家抗

战之战斗力的提高
,

以及团结的更进一

步的扩大
”

! 文章最后希望双方开一次
“

严肃的但是欢然的恳谈会
。

这不但对

于自己是无限有益
,

而对于敌人也正是

无比的打击啊
” 。

不久
,

双方结束了论争
,

遵照上述建议相互妥协
,

求同存异
,

达

到了新的团结
。

《救亡 日报》根据抗战的现实环境
,

对美术运动的报道着重宣传精诚团结
,

力求巩固美术界反法西斯联合阵线
,

充

分体现了该报的革命性
;

其次
,

桂林美

术界人士来自五湖四海
,

团体众多
,

彼

此的艺术风格
、

主张及政治见解各不相

同
,

关于艺术的探讨与争论自然时有发

生
,

对这些争论
,

《救亡 日报》 总是全

面地予以报道
,

合理地予以疏导
,

充分

体现其办报的现实性和科学性
。

2
.

加强美术界理论建设
,

全力推广

美术的大众化运动

早在
“

左联
”

时期
,

中国文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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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史话

就曾对文艺大众化运动进行过探讨
。

但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
,

未能取得预期的

效果
。

抗战爆发后
,

文艺工作者通过和

人民群众的广泛接触
,

深感文艺大众化

运动的紧迫性
。

于是
,

文艺大众化问题

又被提上日程
。

桂林美术界对文艺大众

化问题的讨论相当激烈
,

而且十分广泛

和具体
。

讨论的中心是
“

是否以及怎样

利用 旧形式
” 。

对此
,

《救亡 日报》首先

旗帜鲜明地反对单纯的
“

旧瓶装新酒
” ,

批判把
“

大众化
”

的美术作品贬之为
“

低

级
”

宣传品
,

不要
“

艺术性
”

的看法
,

并发表 《大众化并不是取消艺术》一文

指出
: “

对于 旧形式—
民间艺术

,

应

该是有选择的有限度的
‘

利用
’ ,

而不

是盲目的
‘

台下
’

的叫好
,

当然也不是

全盘的
‘

采用
’ 。 ” “

我们不 同意
:

以为

中国已有 民间艺术便反对创造新的艺术

和接受世界艺术的传染
,

当然更反对只

要民众看得懂
,

不必什么艺术的
‘

艺术

取消论
’ 。 ”

认为抗战美术
“

不仅是在于

一时的宣传
,

而是在这次的抗战中吸取

了新的内容
,

和创造出适合新内容的新

形式 ! 所以
, ‘

大众化
’

是艺术的一种

手段
,

要感动大众还是需要真正的艺术

的
。 ” À

同时
,

《救亡 日报》还强调大众化

不但要改革
,

更重要的还在于创新
。

通

过 《中国化谈屑》指出
, “

由于过去改

良门神
、

年画等 旧形式过分的保守
,

把

‘

新酒
’

装进
‘

旧瓶
’

里去
,

实在 旧瓶

还是 旧瓶
,

人们便以为那些是唯一的中

国化的产品了
,

其实不是的
。

简单的说

一句
,

中国化不但要彻底改革
,

而且还

有创造
。 ” Á 那么

,

怎样才能真正实践

抗战美术的大众化呢? 《救亡 日报》认

为关键在于 画家要到生活 中去
。

《谈漫

画大众化》指出
: “

在民族解放战争中
,

一个漫画作家
,

绝不是冷眼旁观
,

站在

斗争的圈子外边作记录
,

把个人看作特

殊地位的存在
,

如果要想有真实健康的

内容
,

一定要跟大众生活经验学习
,

彻

底了解大众
,

作家能这样
,

才有活生生

的新鲜健康的内容
,

丰富了新的艺术形

式
。 ”

因此
,

号召
“

漫画作家要彻底改

变生活
” , “

到民间去
,

到战场去
,

到敌

人后方去
。 ”  

《救亡 日报》在对美术大众化运动

进行激烈的理论探讨的同时
,

也对桂林

美术界在实践上种种有益的尝试
,

予 以

及时地报道
,

如连环画的出现
。 19 39 年

3月 2 1 日 《救亡 日报》 刊登了黄茅的文

章 《巡 回漫展在湘桂》 (11)
,

文中写道
:

连环画之中的佼佼之作要数廖冰兄画
、

陈仲纲刻的 《抗战必胜》连环画
。

当这

套连环画于 19 39 年 3 月 9 日至 11 日由

漫宣队首次带往湖南零陵展出时
,

便以

通俗生动的特色成为
“

轰动全零陵的创

举
” ,

那些惊奇的
“

湖南佬看得点点下

头
,

口水也留下来了
” 。

不久 《救亡 日报》

又发表文章 《一个时代的艺术》
,

进一

步指出
, “

我们应该在这里特别提起的

是 《抗战必胜 》连环图共 90 余幅
,

大

胆地采取民间艺术 (至 少是受其影响 )

的形式
,

以及经过浙
、

皖
、

赣
、

湘
、

桂

数省与百余次的展览
,

民众都如获异宝

的感到兴趣
,

最重要的还是它能以极通

俗的绘画手法描写难以描写的政治
、

经

济
、

军事各种抽象的题材
。 ”

侧

可见
,

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的

美术大众化运动
,

《救亡 日报》都是不

遗余力地大力推广
,

不断将其推向新的

阶段
。

这充分体现 了 《救亡 日报》对普

通民众的重视和对大众化的追求
。

都是流派众多
,

风格各异
,

关于艺术的

探讨与争论时有发生
,

对这些争论
,

《救

亡 日报》 总是全面地予 以报道
,

合理地

予 以疏导
,

充分体现其办报的现实性和

科学性
;
此外

,

呼吁艺术家们深人生活
,

全力支持美术的大众化运动
,

则充分证

明了其对普通民众的重视和对大众化的

追求
。

可以说
,

《救亡 日报》对抗战时期

桂林美术运动的报道
,

充分地再现了这

种
“

真实精神
—

科学的
、

大众的
、

现

实的
、

革命的
” 。

而这种精神
,

对于我

们今天的媒介而言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

和极大的价值
。

结 语

《救亡 日报》社长郭沫若先生曾结

合桂林以及全国各地抗战美术运动的实

际情况
,

对中国抗战美术给予高度评价
:

“

抗战以来的绘画在跃进着
。

大之如壁

绘的制作
,

小之如方寸的木刻
,

都透露

着美术活动的真实精神
—

科学的
、

大

众的
、

现实的
、

革命的
。 ”

回作为文化界

统一战线的报纸
,

《救亡 日报》根据抗

战的现实环境
,

对美术运动的报道和宣

传着重倡导精诚团结
,

力求巩固美术界

反法 西斯联合阵线
,

充分体现了该报抗

战时期的革命性
;

其次
,

艺术领域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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