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杨家岭召开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到会并作了《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解决了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实际同群众相结合等一系列根本问题。

在《讲话》发表82周年之际，一批又一批游客来到杨家岭革命旧址，走进位于“中央大礼堂”侧后方的“中共中央
办公厅”，跟着杨家岭革命旧址讲解员、红领巾讲解员和党史工作者，感悟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聆听“5·23”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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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妹开荒》剧主要针对陕北观众，所以在演
出中用的都是陕北话。剧中扮演哥哥的王小二有
这样一段道白，我用陕北话给大家表演一下：‘俺
小子，本姓王，家住在延安南区第二乡……’”

5月 19日，星期日。在杨家岭革命旧址的
“中共中央办公厅”内，“红领巾讲解员”贺偲彤正
用自己生动活泼的讲解，将游客们带到了当年延
安文艺座谈会后延安街头广泛开展群众性新秧
歌运动的场景中去。

“唱得真好！”“讲得也生动！”“小姑娘落落大方，
将来不得了呀！”另一名“红领巾讲解员”张舒语，为
游客讲解陕北农民歌手李有源根据陕北民歌《白马
调》曲调编唱的歌曲《东方红》。她用自己清澈明亮
的嗓音和娴熟生动的讲解，赢得了在场游客的点赞。

贺偲彤和张舒语都是来自延安新新小学的
学生，目前一个六年级、一个四年级，两人都是从
二年级开始，就因为表现出色成为了杨家岭革命
旧址的“红领巾讲解员”。每逢周末、节假日和寒
暑假，只要有时间，她们就会来到杨家岭革命旧
址做义务讲解员，为游客讲解“中央大礼堂”“中
共中央办公厅”“毛泽东旧居”“周恩来旧居”“小
石桌”“毛泽东种过的菜地”等红色党史故事。

“杨家岭革命旧址的每一个点位，我都能讲，
也都讲过。游客的每一次掌声，都是对我的鼓励
与激励。”贺偲彤说，能作为“红领巾讲解员”，在
杨家岭革命旧址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义务讲
解，自己非常自豪。

张舒语在学校就是文艺积极分子，特别喜欢
音乐，所以她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内容尤其感兴
趣，每次讲解完都要缠着刘婷不停地问问题。她
说：“每一次讲解，都是一次成长的历练。作为

‘红领巾讲解员’，自己只有更好地学习才能把延
安的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红领巾讲解员 张舒语 贺偲彤

“每一次讲解，都是
一次成长的历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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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
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文艺是为人民的，并明
确‘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

作为陕西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会副
会长，延安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延安
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常改香教授经
常在杨家岭革命旧址给学员现场授课，主讲《延
安窑洞里有马列主义》。

她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明确指出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

“如何为群众”的问题，科学处理了“文艺与政治”
的关系，系统回答了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
题，提出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原则、标准和方
法，深刻阐明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
为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所以在现场课的讲授中，常改香常
常会讲到《讲话》相关的内容。特别是其中的一个
细节：当时，国共合作形成以后，广大知识青年积
极奔赴延安，文艺界掀起创作高潮，但是中国左翼
知识分子暴露出种种问题，出现了《野百合花》
《“三八节”有感》等作品，有失文艺的人民特点。

“所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在准备照
相的时候，毛泽东四处张望，问丁玲在哪里？看
见丁玲隔他三个挨在朱德旁边，才放心地坐了下
来，开了一句玩笑：照相坐近一点，不要明年再写
《‘三八节’有感》。”常改香说，从这个故事，我们
就可以看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伟大意义。

常改香认为，《讲话》开启了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
文艺理论创造的先河，对于新时代构建中国自主知识
体系、话语体系、学术体系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我在杨家岭，把“5·23”的故事讲给你听
记者 刘彦

“你们吃了群众慰劳的鸡蛋，就要更好地为
群众服务，要为群众演出更多、更好的节目”“发
言结束后，毛泽东、朱德等与参会人员一起合影
留念”“人越聚越多，室内十分拥挤，于是便将会
场移到了室外的场地上”……

作为杨家岭革命旧址经验丰富的一级讲解
员，刘婷不记得自己是第多少次为游客讲解有关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内容了。

“《讲话》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艺
运动的经验，集中解决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
的根本方向及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实际，走与
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根本道路，发展了马克思
主义的文艺理论，进一步推动了延安文艺界和
全党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5月 22日，在纪念

“5·23”讲话发表 82周年的前一天，不少游客提
出了与《讲话》相关的问题，刘婷都一一仔细地
为大家解答着。

“身为杨家岭革命旧址的一名讲解员，就要
做好历史与现实的纽带，把党在杨家岭的这段历
史更好地讲给游客听，让更多人以党史故事凝心
铸魂。”刘婷说。

刘婷记得有一次，自己接待了一家五口，其
中年龄最大的老人已经 90多岁，参加过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老人坐着轮椅，在家人和安保人
员的帮助下，坚持参观完了旧址内的全部点位。
为了让老人听得更清楚，刘婷俯下身子给老人一
句一句地讲解。在主席旧居前，刘婷带着大家一
起唱响《东方红》时，老人拉着刘婷的手谢了又
谢。

“每一次讲解，看着参观者们庄严的神情、虔
诚的眼神和湿润的眼眶，都能让我深深地感受到
老百姓对党质朴的情感。对我来说，每一次讲
解，都是一次震撼心灵的旅程。”刘婷说。

杨家岭革命旧址讲解员 刘婷

“每一次讲解，都是一
次震撼心灵的旅程”

陕西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会副会长、延安大学教授 常改香

“每一次现场课的思考，
都是一次理论的提升”

“5·23”前夕，《宋如新绘画作品展览》
在延安市文化馆举办，共展出 100余幅宋
如新的油画、版画及国画作，呈现出他对圣
地延安以及陕北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

1946年 7月，宋如新出生在吴堡县宋
家川一户船夫之家。上个世纪60年代初，
在来黄河边写生的石鲁、刘文西的启发下，
他考入西安美术学院附中，1968年毕业
后，自愿回陕北，被分配到富县文化馆从事
基层群众文化工作。1984年 10月调延安
地区文化馆，长期负责陕北民间美术的组
织、辅导工作。他历任富县文化馆副馆长，
延安地区群众艺术馆美术组组长，延安市
群众艺术馆美术部主任，延安美协第二、第
三届主席，延安市美协名誉主席，陕西省美
协第二届、第三届理事，中国美协家协会会
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被国家文旅部录
为档案画家，曾兼任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
院教授，正高职研究馆员，2024年被延安
市文联授予“突出贡献老艺术家”称号。

宋如新说：“我几十年的绘画生涯，就
是遵循‘5·23’讲话精神，向老鲁艺人学习，
创作出老百姓看得懂又喜欢的绘画作品。”

《孟子·万章章句下·第八节》中有语：“颂
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
世也。”我们追寻宋如新的艺术足迹，他无
疑是一位传承与弘扬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的践行者和成功者。

挖掘民间艺术，培养农民艺术家

为调查、挖掘、抢救和保护延安地区的
民间剪纸、泥塑、麻绣、布堆画等形形色色的
民间艺术，宋如新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时
间。在富县工作期间，农历春节正月初一开

始，他走访农村，普查民间艺术，收集民间剪
纸，抢救民间艺术。从富县文化馆到延安地
区文化馆后，在安塞、洛川、黄陵几个县陆续
展开收集、辅导民间剪纸工作；从“富县首届
民间剪纸学习班”到“延安地区民间剪纸学
习班”“延安地区版画学习班”等几十期学
习、辅导班，通过举办剪纸学习、辅导班，他
发现了一大批农家妇女剪纸能手，有富县的
李金梅、段金梅、李玉换，延长县的刘兰英、
白玉兰，延川县的高凤莲，安塞区的白凤兰、
高金爱等等。宋如新在从事美术工作的实
践中，处处展示出画家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
术的不懈追求。他在《窑洞艺术资源论》一
文中最早提出“窑洞艺术”这个新概念，即从
窑洞里走出来的妇女的艺术作品。1998年9
月《美术》杂志发表他的论文《鲁艺自有继承
人，窑洞画派在延安》，第一次以论文的形式
提出“窑洞画派”这个概念。经过他的努力，
举办的学习班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无论是安
塞的农民画和剪纸，还是延川的版画和布堆
画，还有洛川的面花和毛麻绣，包括富县的
剪纸和薰画等等，都让一部分农民成为艺术
家，有的妇女走出黄土地，有的走上脱贫致
富之路，有的授予国际剪纸艺术大师，有的
当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他把这项工作
称为“母亲艺术家工程”；他把这些围着锅台
转的陕北妇女称为“母亲艺术家”。

宣传延安美术，扩大影响力

宋如新几十年来，坚持创作，排除阻力，
开辟路径，扩大延安美术在国内外的影响。
1985年，宋如新组织延安画家70幅作品参
加赣州—延安联合举办的纪念红军长征胜
利50周年美术作品展；1990年，北京亚运会

期间，组织、带队在北京举办“延安民间美术展
览”；2011年9月，在美国犹他州美术馆举办画
展，他的56幅版画被犹他州大学图书馆收藏，
后在当地拍卖，售画所得全部捐献给“中国乡
村教育基金会”；2014年，在纪念毛泽东同志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2周年之
际，上海市闵行区文联邀请举办《宝塔巍巍，延
水长——宋如新美术作品上海闵行展》，共展
出油画62幅，版画18幅；2014年10月，在法国
卢浮宫卡鲁塞尔举办的“纪念中法建交50周
年，中国法国优秀作品展览”上，展出20幅美术
作品；2017年9月，延安市文联、延安市美协为
其举办“宋如新美术工作五十周年作品画展”，
此次展览开幕式后，市文联组织召开座谈会，
充分肯定宋如新五十载从艺及负责延安市美
协两届工作的成就。从担任延安地区群众艺
术馆美术辅导部主任起，宋如新带着延安的美
术作品在全国各地共举办过 10余次大型展
览。他说：“能多举办一次延安美术作品展览，
我心里很高兴，作为一位陕北的画家，能给陕
北的劳动人民作点贡献，这是我一生的追求和
最大的成绩。”2024年4月24日，在延安文化馆
举办“宋如新绘画作品展”，留言簿上观众留言
写道：朴实厚重、乡土味浓厚、黄河情、黄土魂、
生活扎实……面对大家的赞语，他说：“人这一
辈子干成功就很高兴，不成功就继续努力！”无
可置疑，宋如新是成功者，并给我们从事艺术
工作者以启迪与鼓舞。

乐于助人，追求艺术美在自然

著名作家高鸿为宋如新写的一篇序文中
写道：“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宋老师便是那盏
明亮的灯塔，在我人生最迷茫的夜晚，为我指
明了一条宽阔的大路。风雨兼程之际，老师

曾多次为我击掌点赞，助势加油，济困扶危，
雪中送炭。”宋如新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无
论是艺术追求还是他的版画、油画风格，都承
载着中国农民朴实的情怀，有着共产党人的
社会责任，和一位艺术家的底线与坚守。

自从1985年当选延安美协副主席、主席
后，宋如新任劳任怨，扶持和帮助青年画家，
鼓励青年画家继承和发扬鲁艺的优良传统，
带领窑洞画派这个群体坚持绘画实践，挖掘
和探索陕北地区丰富的文化底蕴和艺术源
泉，成绩斐然。他说：“我是农民的后代，几十
年来绘画对象主要是农民、母亲和陕北大
地。我有农民情怀，有大地情怀。”

宋如新扎根陕北黄土地，深入农村，下基
层，接地气，创作出一批反映革命历史题材和
陕北风土人情的优秀作品，主要分为版画和油
画两种类型，自觉承载和展现陕北民间美术独
特的人文艺术内涵。他的版画用刀简洁，粗
犷、淳朴的艺术风格，版画构思新颖，墨色洗
练，具有延安鲁艺版画造型随意、夸张变化的
特点；他的油画笔触细腻，淳朴感人，刻画的农
民、温暖鲜活、爱意浓浓，弥漫着浓郁的黄土味
道，探索窑洞画派的创作技法，坚守陕北黄土
地现实主义阵地，显得特别坚强和可敬。

一位真正的人民艺术家

在宋如新的眼里，陕北的这片黄土地，哺
育了一代又一代淳朴的农民，而这，也正是他
绘画灵感和艺术创作的源泉。纵观宋如新的
所有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反映陕北的山河
风光、民间生活和劳动人民的形象。

几十年来，宋如新像牛一样耕耘，也像
牛一样奉献，他的美术作品朴实无华、沧桑
有力、亲切感人。他自己创作的大量木刻版

画、油画作品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
农民报》等报刊上发表；有 20多幅作品在全国
大型专业画展中获奖。在绘画创作的同时，宋
如新不忘理论研究，编著出版了大量具有研究
价值的理论书籍，《李林召剪纸选》《陕北民间
剪纸释要》《陕北农村绘画风景写生》《陕北民
间文化艺术丛书·美术卷》等 15部论著或美术
专业书籍。1988年，学术论文《从原始艺术通
向现代艺术的桥梁》在“中国现代民间绘画学
术研讨会”上交流，入选《中国现代民间绘画
研究》一书；1990年 8月 2日，《根植黄土高原
的农民画》一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黄土
高原窑洞艺术资源论》，获得 1994年“中国民
间美术优秀论文”奖；1996年 7月，《延安窑洞
艺术的开发应用》一文，在文化部召开的“全
国民间美术研讨会”上入选。在国内美术专业
刊物发表《民间艺术论》等文章，在中国科技
大学、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福建省工艺美术协
会、安徽教育学院等地举办的讲座，多次出席
全国性美术理论研讨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他的几幅红色题材的作品被延安市的几家纪
念馆永久性收藏。

几十年来，宋如新从事陕北民间美术的挖
掘与保护、辅导与创作实践，他追求原态本真、
精益求精和传承创新的民间美术价值，具备中
华民族的独特“匠人精神”的优秀品质，肩负着
弘扬优秀的民间美术的使命和社会责任，无愧
成为延安乃至整个陕北的当代具有影响力的
画家。正如当代著名油画家、美术教育家、文
化学者靳之林曾在宋如新作品上题写：“中国
意境，中国章法，中国笔墨！”也许，这正是对宋
如新老师绘画艺术的最佳注释和最美赞誉。

如今，宋如新已近耄耋之年，仍丹青不老，
愿老师艺术之树常青！

源于生活，美在自然
——走进宋如新“窑洞画语”艺术世界

田雨生 白力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