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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硝烟下的印记

——抗战时期重庆木刻期刊整理研究

郭洋 姜晶

(重庆市图书馆，重庆 400037)

【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木刻运动，以现实主义手法表现抗日救国的木刻成为最广

泛的抗战宣传武器。期间，重庆发行美术期刊种类繁多，1940 年和 1942 年出版发行的《现实版画》《胜利版画》

是迄今仅有的可查木刻期刊，它们为重庆木刻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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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11 月 20日，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大批美术社团、艺术院校纷纷内迁，诸多美术家、美术工作者汇聚于此，

重庆美术界抗日救亡运动日趋活跃，重庆波澜壮阔的木刻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抗战期间，木刻配合抗战以现实主义形式表现

抗战救国，成为最广泛的宣传武器，究其原因:一方面，木刻制作较其他画种制作更为便利；另一方面，就战时的印刷技术而言，

木刻便于印刷。

通过整理抗战时期重庆木刻文献发现，当时发行美术期刊种类繁多，包括 1938 年的《抗战画刊》《抗敌画展特刊》、1939

年的《漫画与木刻》《战斗美术》、1940 年的《抗建通俗画刊》《中华全国美术会会刊》、1944 年的《美术专号》等，在这些

刊物中木刻作品数量较多。1940 年至 1942 年在重庆出版发行的《现实版画》《胜利版画》是重庆现今可查的木刻类专刊，值得

专门介绍和论述。

一、《现实版画》与《胜利版画》

1．《现实版画》

《现实版画》共五期，创刊号发行于 1940 年 11 月 1 日，1941 年 1 月、2 月分别发行第二期、第三期，1941 年 4 月出版第

四、五期合刊。《现实版画》由梅健鹰任社长，李慧中、梅健鹰、蒋定闽、罗颂清担任编辑委员，该刊由重庆柏溪国立中央大

学编印，社址设在重庆沙坪坝国立中央大学。

“现实版画社”1940 年秋成立于重庆，是重庆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科学生自发组织的木刻研究团体，他们把木刻当做课外的

研究，目的不仅是研究练习抗战宣传题材，尤其着重于表现现实，讲求技巧与艺术本质的结合，抱着为木刻艺术打开一条正常

出路的用心。在此背景下，社团成员为提高木刻学习兴趣，加强学习能力，创办了成立以来的第一份期刊———《现实版画》，

社团联系了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并为刊物解决了出版经费问题，纸张和印刷等问题也相继得到解决。期刊文字有中英文对

照，但最终因为经费问题于 1941 年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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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 11 月 1 日第一期，刊登了梅健鹰《封面画》、《前记》(文)、罗颂清《蒋委员长像》、梅健鹰《抗战》、梅健鹰《木

工》、罗颂清《赶制寒衣》、劲《长心嫌线短，聊慰出征人》、宗其香《炸后》《新基》、尤玉英《日本军阀的末路》、李慧

中《出征》、梅健鹰《收获在四川》《老农》、蒋定闽《香港的回忆》、刘文清《动乱的黄昏》、孙宗慰《版画作家必要具备

坚实的素描基础和充分的思想修养》(文)。

1941 年 1 月 1 日第二期，刊登了梅健鹰刻封面画、吕斯百《卷头语》、宗其香《雪中行军》、李慧中《铸铁厂》、李慧中

《肖伯像》、蒋定闽《香港的回忆(夜景)》、夏纬图《雪中杀敌夜制寒意》、白云《临时伤病医院》、岑学功《青海塔尔寺喇

嘛塔》、罗颂清《林主席像》、夏纬图《征途》、罗颂清《农村风景(之一)》、梅健鹰《建国》、宗其香《嘉陵江畔石工》、

梅健鹰《浣妇》以及《现实版画》的目录、版记。

1941 年 1 月 1 日第二期，刊登了梅健鹰刻封面画、吕斯百《卷头语》、宗其香《雪中行军》、李慧中《铸铁厂》、李慧中

《肖伯像》、蒋定闽《香港的回忆(夜景)》、夏纬图《雪中杀敌夜制寒意》、白云《临时伤病医院》、岑学功《青海塔尔寺喇

嘛塔》、罗颂清《林主席像》、夏纬图《征途》、罗颂清《农村风景(之一)》、梅健鹰《建国》、宗其香《嘉陵江畔石工》、

梅健鹰《浣妇》以及《现实版画》的目录、版记。

第四、五期合刊，李慧中《火炬》、夏纬图《话旧》、蒋定闽《日出而作》、梅健鹰《制面店》、罗颂清《空袭下的面孔》、

宗其香《打铁》、夏纬图《枪口齐向前》、李慧中《铁流》、卢□寰《自流井盐池》、陈道惠《前进》、李慧中《小景》、梅

健鹰《自耕自织》、卢□寰《逃难者》、罗颂清《挣扎》、李慧中《石灰窑》、梁白云《日本鬼子来了》、沃野《战利品》、

梅健鹰《木刻批评》(文)、编后记、《现实版画》目录、本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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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版画》以刊登版画为主，每期一般还会刊登一、两篇理论文章。办刊内容不涉及党派，以严正的立场表现抗战建国

及后方生活。发刊期间，除了收录了几位编委的版画作品，还收录了宗其香、梁白云、沃野、吕斯百、尤玉英、岑学功、刘文

清、孙宗慰、夏纬图、俞云阶、卢□寰、林社学、陈道惠等的创作。第一期刊出前记 1篇，版画作品 14 幅(包括封面)，理论文

章 1 篇；第二期刊出版画作品 15幅(包括封面)；第三期刊出版画作品 15 幅，理论文章 1篇；第四、五合刊刊出作品 18 幅，理

论文章 1 篇，另外刊登了一篇编后记。《现实版画》不仅以抗战为主题，更注重木刻的品质，追求木刻艺术的发展和创造。

值得一提的是，1941 年 3 月 28 日至 30 日，以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和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的名义在中苏文协举办的

“战时木刻展览会”中的部分作品已在《现实版画》刊登过，如第二期夏纬图《征途》、罗颂清《农村风景(之一)》、宗其香

《嘉陵江畔石工》等；第三期罗颂清《农村风景(之二)》、李慧中《风景》、梅健鹰《嘉陵风光(造船)》等，后来都在“战时

木刻展览会”中集中亮相。

《现实版画》的出版受到广大木刻爱好者的由衷喜爱，一些读者提议增开其他版块，如美术理论、批评，艺坛消息等，但

《现实版画》在 1941 年出版第四、五期合订刊后由于种种原因而停刊，这些提议未能付诸行动。停刊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经费紧

张，纸张、印刷以及其他开支费用高涨，申请补贴经费未能到位；另一方面由于人员变更，李慧中、罗颂清二人相继离校，其

他编委也囿于工作没有足够精力顾及刊物。《现实版画》是重庆木刻期刊的开端，从中可以看到木刻工作者对木刻艺术的热爱，

而且通过发展木刻艺术，来传达抗战精神，表达爱国情感，发挥了艺术回应现实、拯救民族于危亡的作用和价值。

2．《胜利版画》

《胜利版画》共出刊三期:1942 年 6 月 1日第一期、1942 年 7 月 1 日第二期、1942 年 8 月 1日第三期，该刊是由英国驻华

大使馆新闻处出版，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系学生梅健鹰任助编。《胜利版画》创刊的目的在于体现中国与英美两国结盟，为取得

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共同努力的立场，另外则是展示中国艺术家为抗战所作之贡献。正如创刊号《卷头语》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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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得将《胜利版画》月刊创刊号献读者，同仁等甚以为幸，本刊之出版目的有二:第一，愿籍本刊向读者昭示吾人之盟邦

英美两国，现正从事于伟大之作战努力，用以早日促成民主国家反侵略阵线之最后胜利……第二，愿籍本刊向读者昭示中国艺

术家战时之贡献，下列各页之精彩木刻，反映中国不屈不挠之精神。五年来能与暴日之蛮强猛击对峙者，此精神也。而此精神，

更将因盟邦之协助，为中国及其他自由国家获得最后胜利。
［1］

第一期主要由《卷头语》、梅健鹰的《蒋委员长像》《反攻》《美国战斧式战斗机之雄姿》、夏纬图的《行军》、岑学恭

的《冲锋》、白云的《广州中山纪念碑》《秋收》《锡兰风光》、陈艮的《昆明湖上之游艇》、俊昶的《英国乡村教堂》、伯

旻的《印度之门》、宗其香的《同盟阵线》、杨茗英的《同盟国国旗》、华采真的《中国陆军官佐领章》、谭勇的《坦克车》、

宗其香的《美国战舰》《英国战舰》、梅健鹰、梁白云、谭勇的《英美飞机大炮在制造中》《粉碎纳粹坦克车》等构成。

第二期内容包括《卷头语》、梅健鹰《英首相丘吉尔像》《盟机轰炸日本》《争取最后胜利》、谭旻《中国空军美志愿队》、

夏纬图《重庆跳伞塔》、华采真《英国陆军肩章》、尤玉英《八铳高射机关枪》、力夫《喷火式战斗机击落德机》《中国战时

大学》、白云《澳洲牧场》《黄果树瀑布》、俊昶《保福式轰炸机》、谭勇《军民合作》《英勇射手》、杨若英《怀故乡》。

第三期的木刻作品包括:力夫《寂静之英国教堂》、梅健鹰《英国莎士比亚纪念剧院》《勿忘失地》、白云《四川峨眉山景》

《中国大诗人杜甫故居》《加拿大之湖光山色》、俊昶《美新式潜艇下水》《保卫三峡的战士》、小瑜《美国制造之坦克车》、

谭勇《美国最新式轰炸机》《使用平射炮之印军》、尤玉英《守卫埃及之英哨兵》《无线电工作训练(英国妇女战时工作之一)》、

华采真《磨钢(英国妇女战时工作之二)》、宗翘《中国水手》、陈艮《西沙漠英空军击落德机之遗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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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版画》发行期间共刊登木刻作品 50 幅，第一期 19 幅，第二期 15 幅，第三期 16 幅。版画期刊以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的作品不仅描绘了前线战场的中国军队坚毅不拔、英勇杀敌的壮烈之景，也表现了军民团结、同仇敌忾的鱼水之情，如部分

作品专门刻画了农民为士兵指路和勘察地势的一幕，读来十分亲切可敬。同时，木刻版画还表现了盟国的抗战题材，如:有在远

东上空称霸的盟国空军，美国轰炸机———北美 B25 米基尔轰炸机，也有沙漠作战中的英军士兵在遍地黄沙、烈日熏蒸中抵制

德意联军的情景。这些同盟国抗敌场景、战争武器、自然风光、后方生产等，展现同盟国协同作战，抗击法西斯暴行以及对战

争必胜的信心。如第二期《卷头语》所言:

中国不但不再单独作战，而且在世界上获得二十七个同盟国。我们共有十万万以上的人口，有比轴心国家数倍大的土地，

并且有更富饶的资源，现在都只为了一个单纯的目的而战———打倒侵略……我们应该觉得最后的胜利定属于我……但愿全球

人民联合起来反抗侵略，向共同美满的时代前进！
［2］

《胜利版画》以木刻作为抗敌武器，通过描绘现实以唤醒爱好和平的民众，促进民族团结，号召广大军民联合起来全力从

事抗战和后方生产，发挥了积极的现实作用。

二、木刻运动的现实意义与木刻期刊的文献价值

木刻艺术因为材料简便，便于民间创作，其强烈的黑白对比与表现现实社会的内容相辅相成，极富视觉效果。新兴木刻的

倡导，使得大批青年尝试木刻创作。20 世纪 30—40 年代，木刻在中国的发展是飞跃性的，尤其在战时，木刻艺术形成了与中华

民族命运相呼应的发展态势，同时又与大众生活紧密相连。正如刘建庵所说:“假如没有对日的抗战，木刻运动也不会到像现在

这样的开展。从另一方面说，木刻要不是大众的革命武器，也早被抗战摒弃。”同时，必须承认的是，木刻运动发展中也普遍

呈现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即相比近现代国外知名版画家的作品，国内木刻尚有粗糙简薄的一面，其创作思想和理论也存在相

应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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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 8 月，中、英分别在百团大战、不列颠空战中击退日、德，这两场胜利增强了军民抗击法西斯、赢得胜利的信心。

1940 年秋以后，英国开放滇缅公路，准备中、英、美的军事合作。在此背景下，由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发行的《现实版画》

和《胜利版画》在中国面世。它们的出版印证了反法西斯同盟在中国战场的实现，见证了同盟国的文化交流。

《现实版画》和《胜利版画》作品多由留渝国画家创作而成。梅健鹰，擅长绘画及陶瓷艺术，在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系毕业

后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宗其香，1933 年绘制传统山水作品入选南京全国美展，多次参加了美术界画家作品赈灾

义卖活动，1939 年考入中央大学艺术系，从此开始了中西美术改革的道路。梁白云，1939 年考入中央大学艺术系学国画。岑学

恭，1944 年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毕业，擅长中国山水画，在校任中央大学嘉陵美术会会长。蒋定闽，抗战初期入读中央大学美

术系，南京沦陷后随校辗转广西桂林。华采真，1939 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他们刻刀下的木刻形式简朴，内容简明，紧

密结合战争形势，为重庆木刻运动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两刊在全国各大书店销售，为宣传抗战做出了积极贡献，

提供了更为广阔、生动的宣传平台。

《现实版画》和《胜利版画》是抗战期间重庆众多美术刊物中独具特色的木刻期刊，具有典型性及代表性。两份刊物对抗

战美术研究和历史研究有着珍贵的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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