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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画生活刻画生活 时代缩影时代缩影
————吕梁版画的三次高潮暨新的时代吕梁版画的三次高潮暨新的时代

□ 文/图 贺敬才

版画《帮助群众修理纺车》 力群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山西美协主席董其中辅导吕梁版画培训（左一王
月生，左二贺敬才，左三李良，左四董其中，左五霍耀中、闫星民等）。

第一次版画高潮追溯于红色晋绥时
期。当时，驻扎在吕梁蔡家崖的我党晋绥
联防军聚集了以李少言、吕琳、林军为首的
著名版画家。他们以木刻版画表现抗战和
人民生活，以版画印制《晋绥人民画报》等
报刊及张贴画。1946年前后，又从延安来
到蔡家崖的版画大家力群、牛文、苏光也参
加了晋绥宣教工作。他们在从事报刊、张
贴画、剧社工作的同时，创作了一大批鼓舞
抗战、反映解放区生活的版画，集成了影响
于国内外的版画群英。

晋绥时期的版画名作有李少言的《一二
O 师在华北》组画、《黄河渡伤员》，力群的

《公祭关向应同志》、《做军鞋》、《选举图》、
《王贵与李香香》，吕琳的《行军路上》，林军
的《肖国宝舍身堵机枪》、《不朽的战士》，苏光
的《翻砂》、《秋收》等。这些版画以黑白木刻
为主，在利用原版在旧印刷机上直接拓印报
刊等。同时，先后有多件作品入选了解放区、
国统区的大型美展，在国际上产生了强烈反

响，至今这批版画在海内外未停止转载。如
力群的《帮助群众修理纺车》，思路技巧上贯
彻了《毛主席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精神，一改
当时版画家们多
模仿西欧的阴阳
式画法，以显明的
中国风格刻画了
延安精神下的军
民生活，可谓充满
阳光雨露的解放
区之缩影。

晋 西 的 版 画
家几乎都来自延
安鲁艺，他们既是
党的高级干部，又
是资深的大艺术
家，如李少言同志
为贺龙司令员、关

向应政委的秘书，力群同志则亲临了延安
文艺座谈会。

继红色晋绥后，在版画艺术继承上,虽然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交城的申延寿、中阳
的王乐恕等同志在省城版画家董其中他们
指导下出过几件作品，但从晋绥后到 1980
年前，吕梁所属未形成群体性版画队伍。

第一次版画高潮——
抗战时期的晋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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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过境迁，随着时代发展，20 年后可以说越来越多
的人认识到文化品格的重要，开始回归文化艺术的价值
观。2010 年前后开始，主要在吕梁驻地的离石，和经济
发展强县的柳林，由小到大自发起两股新的版画群体。
这些群体作者不以政府资助为先决条件，不被版画市场
低迷所左右，以满满的正能量，和积极的事业爱好，掀起
吕梁版画第三次新的高潮。

柳林县地处晋陕峡谷，黄土黄河创作题材浓郁，又属
红枣、煤炭收入大县。在以上所述吕梁第二次版画高潮
之期，即有柳林的高永红、高二宝、刘涛等为吕梁版画的
骨干。后来，高永红担任了柳林文化馆馆长，高二宝则担
任了柳林画院院长，他们没忘版画艺术的兴趣和责任。
近 10 多年来，他俩发动和带领本县的一批青年学习版
画。如柳林县文化馆聚集了 14 位创作版画的在职人
员。据永红馆长介绍，馆里为出作品创制了配套性条件，
购买了罕见的版画拓印机，要求馆里 10多位在职人员要
有年创版画数量，并实行对作品的奖励考核；高二宝既是
画院领导，又近年参与省版会学会工作，他为了办画展、
送作品、装画框、印画册，打造柳林和全市的版画兴盛，舍
精力、掏腰包，奔波在太原、离石一带。

离石区是吕梁市的政治、文化中心，尽管聚集着较多
版画作者，但诸如以上原因，后来的版画事业走向了滑
坡。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离石亦出现了一群爱好版画的
青少年，成为第三次吕梁版画高潮的新军。

客观而言，离石版画群的形成，离不开临县籍青年陈
国虎等同志。国虎早年毕业于山大美术学院版画专业，
为了发挥自己的特长，他一方面出于生计在离石市区自
办起“新天艺画室”，在这一阵地，一手招生举办美术培
训，一手在自己不断创作的版画感染下，如艺术沙龙吸引
了一帮爱好版画的青少年，在新天艺学习、研讨、创作；另
一方面在网上开办起“吕梁版画”专栏，及时介绍吕梁版
画新作，载发国内外大家的版画、油画等，国虎曾信心十
足地说：“为了版画事业要坚韧不拔搞下去！”

如今吕梁聚集了 50名左右版画作者，创作了入选市
级以上的版画作品数百件。如柳林的高永红、高二宝、张
艳春、崔彦平、高艳红、刘玉强、刘宇峰、车雪军、马小花
等；离石区的陈国虎、樊丽娜、杨瑞明、李志强、高旋涵等；
其他区域有贺骁剑、王玉珍等。创作出了《古镇》系列、

《工业》系列、《乡村》系列、《晋西名村李家山》《元风留
韵》《待牧》《息晌》《开心一刻》《远方》《清廉自威》《和平》

《张壁古堡》等有影响性版画作品。其中，高永红的《古
镇》之二入选“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贺骁剑的《元
风留韵》初评入选“第二十二届全国版画展览”、张艳春的

《开心一刻》获“第十届山西版画展”一等奖，吕梁老版画家
贺敬才、高二宝的版画亦多次获省以上创作奖及荣誉大
奖。就在最近山西举办的“第十二届山西省版画展览”中，
即有吕梁 5件作品获得此届展最高奖，成为获奖作品的主
力市。有关办展和交流方面，在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和吕梁
美协重视下，经过吕梁第三次高潮的版画工作者努力，近
年引进了“吴膑版画”等展览，推出了“纪念抗战胜利 70周
年”“2017吕梁国际邀请展”等大型版画展，仅柳林县即从
2013年至今举办了 5届版画专展。

目睹吕梁新的版画局面，令人欣喜。愿我们吕梁的版
画工作者前赴后继，手挽手向前，愿我们吕梁成为版画强
市，迈入新的版画时代。

第三次版画高潮——
当今的版画崛起

版画《古镇》 高永红 2014年作

近年来近年来，，吕梁兴吕梁兴
起一支蓬勃发展的起一支蓬勃发展的
版画队伍版画队伍，，他们在本他们在本
土多次举办版画展土多次举办版画展
览览，，作品接连在省以作品接连在省以
上届性美展获奖上届性美展获奖，，这这
一现象似山西版画一现象似山西版画
的异军凸起的异军凸起，，令美术令美术
界刮目相看界刮目相看。。回顾回顾
吕梁的版画历程吕梁的版画历程，，从从
抗战时期的晋绥岁抗战时期的晋绥岁
月月，，再从建国后到上再从建国后到上
世纪世纪 8080 年代年代，，再到再到
当今的版画崛起当今的版画崛起，，可可
谓出现了三次大的谓出现了三次大的
版画高潮版画高潮。。

从上世纪 80年代初开始，由于吕梁地
委宣传部、文化局的关注，在吕梁群艺馆直
接组织下把版画列入上马性工作。大约从
1980年至 1986年间，由政府出资分别在地
区招待所（吕梁宾馆）、离石招待所举办了
数次版画培训，逐步又兴起一支以 30多位
青年为主的吕梁版画群体。

这批青年一边学习基本功，一边以身

边的所见所闻创作版
画，曾先后邀请中国版
画家协会副主席力群，
山西美协主席董其中，
山西画院、山大美术系
等著名画家王 、张明
堂、赵益超、谢述先、叶
岐生等现场授课辅导。

回想那时的版画
培训，食宿便利、画具
充盈，学员们无杂念、
没干扰，授课的大画家
们不仅不掏饭钱，也不
兴什么“出场费”。学
员们通过百余天的几
次培训，即在互学互动
中由浅及深学创出几

批本土气息浓郁，技法纯正的版画作品。
今日品读这些处女性作品，似出自资深画
家或院校派作者之手，今人感染回味。如
霍耀中的《战斗在黄河上》组画，贺敬才的

《接水貂》、闫星民等《贺昌》组画、李占成的
《欣赏》、王月生的《出砖》等黑白、套色版画
都一一入选了国家级大型美展。涌现出闫
星民、贺敬才、霍耀中、王月生、李占成、刘

志强、李汝宁、高永红、高二宝、刘涛、康文
斌、靳佩云、候丕烈、梁海福、李荣棠、李良、
郭梅花等为代表的版画工作者；除以上入
选国级作品外，推出了入选省级以上较高
格调的《巧媳妇》《黄河水文站》《兔扳人家》

《打麻绳》《传艺》《暮归图》《上市》《雪天》
《花椒园》《迎着朝阳》《五龙圣母》等近百件
版画作品。其中，闫星民等的《贺昌》组画
获全国美展二等奖、贺敬才的《晋西农家》
获国家政府最高奖——第十二届全国“群星
奖”；霍耀中、贺敬才、高永红、高二宝等同志
的近 20件版画还入选了日、韩、法等国举办
的国际性美展，随之，就在那时的 1980年初
中期，贺敬才、闫兴民、霍耀中、王月生就被吸
收为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

由于这二次版画高潮的影响，“吕梁版
画”则先后赴北京、天津、太原举办有规格
的画展，并出版了《吕梁版画》《吕梁美术作
品》等画集。在展出中，国家级版画专刊

《劲草》等撰文评赞，其影响面正如版画泰
斗力群先生在展览前言中所说“吕梁版画
像乡下姑娘来到大城市，不烫发、不穿高跟
鞋，显得土里土气。然而，艺术上这土里土
气倒是别有风味的，说不定像我们的莜面
栲栳栳为吃惯了白面大米的人所热爱”。

当这第二时期的吕梁版画正在走向成
熟繁荣之时，也许受社会上出现的下海、经
商风和国画热吸引，也许这批版画作者正到
了培养子女赡养老人的十字路口，我们吕梁
的不少版画家下了海、经了商、从了政，或忙
了家务，这大约在上世纪 80年代的中后期。

第二次版画高潮——
从建国后到上世纪80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