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别山红色题材美术作品中大别山其革命精神的表现 

          (信阳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何亚峰) 

摘要：大别山是红色革命根据地，红色资源丰富。目前，大别山红色文化资

源的宣传力度还比较滞后，提炼文化内涵、创新传播方式、加大宣传力度具有很

强的现实意义。本项目对大别山红色文化革命精神和红色题材美术作品两者的关

系进行研究，有利于艺术创作，也使大别山红色文化的推广多样化，对于民族精

神内涵的扩散、传播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使大别山红色资源的价值得到

体现，增强了大别山红色文化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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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是红色革命老区，横跨鄂豫皖三省，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

地位，是中国红色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信阳

地处大别山，在革命历程中留下了许多红色资源，红色资源也很丰富、分布广泛。

近年来全国都在开发红色文化资源，但是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还是比较滞

后的。 

一、信阳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 

1.大别山丰富的红色文化物质资源 

大别山红色文化物质资源丰富，主要有以下类型：革命历史博物馆、伟人故

里、人物故居、烈士陵园、、革命历史事件和活动的遗址、综合性的革命历史纪

念馆等实物。信阳的红色文化物质资源有河南省新县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旧

址、红四方面军总部旧址、罗山谈判旧址等，这些是革命活动的遗址遗迹；

革命中名人故居如：许世友故居遗址等；陵园如商城革命烈士陵园、河南省

新县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烈士陵园等；还有对重大历史事件纪念的广场、公

园等等，比如新县，遗址、遗迹就有革命文物90多处，革命纪念地365处，国家

级文物保护单位就有6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3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7处，县级

文物保护单位43处。这些大别山红色物质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

缩影，是进行爱国教育的鲜活教材，是新时期宣传红色精神的宝贵物质财富。 

2.大别山丰富的红色文化非物质资源 

大别山红色非物质文化资源也十分丰富，主要表现为红色影视、红色文化、



革命事迹、革命歌谣、革命精神等几种形式。1947年6月，在党中央、毛主席

“进军大别山，要下决心长驱直入，一举插进敌人的心脏，先占领广大农村，建

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多去城市”的指示下刘伯承、邓小平率领

红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经过千辛万苦，经过两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占领大别山。

在革命紧张时期，大别山革命老区人民拥军参军，出现了妻子送丈夫、父亲送儿

子、哥哥送弟弟、弟弟送哥哥等去参加红军的场景。新县被称为将军县，许世友

是新县出来的传奇将军，7次参加敢死队，12次负伤，从一名战士成长为一位将

军，使得大家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心生敬畏。为了鼓舞革命斗志，推动大别山革命

进程，创作了百首红色歌谣，如战士歌、苏区歌、红军歌、工农革命歌等，最有

代表性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至今传唱不衰。革命和战争时期，红色非物质

文化资源成为宣传和鼓动革命群众参加斗争的武器；在新中国建设、发展的新时

期，这些非物质资源都能与新时代的特征紧密结合，满足了人们不断增长的精神

文化生活需求，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这些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是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的展现，蕴含了大别山红

色革命精神，大别山革命精神大致可以包含坚守信念、勇往直前、顾全大局、团

结一心、无私奉献、敢于担当、品质高尚等。大别山革命精神内容丰富，凝聚了

革命先烈的心血，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思想理念，是革命先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

神财富，是激发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源泉。大别山革命精神也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使命，是民族精神、中国精神的展现。 

二、信阳大别山红色革命精神展示中存在的问题 

从江泽民同志提出“三讲”（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到“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实践，再到胡锦涛同志倡导施行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

育活动，再到中央提出的“两学一做”活动，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都为红色文化资源利用和开发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在

这些思想的倡导下大别山各个革命遗址、遗迹成为教育活动的课堂和场所，但是

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1.展示雷同，无特色 

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的展示由于种类繁多，缺乏整体的规划，深度文化内涵

不够，对于红色革命精神的展示和其他地区红色革命精神的展示基本雷同，不能



很好地体现出自己的特色，同时由于资金投入不够，陈列比较陈旧，制约了红色

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比如红色文化资源缺乏整体规划、资源内涵发掘不够深

入、形式比较单一、缺乏配套设施等问题。另外，对于大别山革命精神的文化内

涵缺乏深层次的挖掘与开发，感染性和宣传性不强，视觉冲击力不够。 

2．展示单一、单调 

对于革命遗址、遗迹等多以静态形式展示为主，展示形式比较单调，多以文

字、照片和实物进行一些平面的介绍，同时在红色资源的展示过程中缺乏对于资

源的整合，没有主题，没有与之相配的系列文创产品，大大减弱了宣传力度，不

利于大别山革命精神的宣传、推广，降低了信阳红色旅游的知名度和吸引力。许

多红色文化资源的载体都是博物馆、纪念馆等，而对于展馆的资源陈列上下的功

夫不到位，缺乏整体规划，特色不鲜明，缺乏影响力、震撼力，不能吸引游客的

眼球和消费取向。 

对于信阳大别山革命题材的美术作品包括革命历史事件、人物等内容，画种

也可以丰富，如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大别山作为革命根据地红色资源

丰富，大别山精神对中国革命影响深远。信阳作为大别山的一部分，也有许多红

色文化资源，特别是一些非物质革命资源，可以考虑选择通过图像艺术作品来展

示大别山红色文化精神展示，可以更直观的展示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下，信阳革命

时期各个阶段的斗争形势。让人们更加直观的了解大别山红色文化，体会大别山

革命精神。对于大别山红色文化健康、高效、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

实践价值。 

    三、红色题材美术作品中红色革命精神的展现 

    目前对于大别山红色文化革命精神的推广在形式、手法上比较单一，对于大

别山红色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缺乏吸引力，阻碍了大别山红色

精神的传承和延续。 

红色革命题材的美术作品是对中国近代美术的总结和回顾，占有重要的地

位，受到各界的关注。红色革命题材主要是通过描绘、记录中国共产党在各个艰

苦时期中进行艰辛革命斗争的革命事件、革命烈士、革命气概和革命精神等，记

录内容包含事件、人物、遗址、遗迹，它可以以绘画、雕塑、版画、连环画等形

式直观的记录、展示中国近代以来发生的革命事件，展现了中国革命斗争不同时



期的革命价值、革命精神。这些美术作品起到让观者去怀念历史、回顾历史、感

知历史、警示自己等的作用和目的。 

一件革命题材的美术作品就像一部历史书，它不仅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还能

给人以美的视觉享受。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创作背景和创作主题主要是中国近现

代历史，人物主要是和中国革命事业相关的人物，事件多是与中国共产革命相关

的，描绘广大劳动人民在新中国的成立过程中经历的艰苦的岁月，以此来歌颂中

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事业，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革命题材的美术作品再现了革

命领袖在艰苦的环境下和敌人顽强斗争的革命场景，对红色革命时间的深入刻

画。以美术作品的形式重现了中国近代革命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是中国红色

文化展示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对于大别山红色革命精神可以归纳为求真务实、廉政为民、艰苦奋斗、无私

奉献、坚定信念等。信阳大别山红色文化美术作品中红色革命精神表现，从选题

内容确定到表现形式都是很重要的，对于记录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中内容的表达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功能，红色文化美术作品在记录历史和教育的作用，同时还

可以展示、宣扬革命精神。 

对于信阳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可以分为革命人物、军民关系、革命事件等几

个模块，在每个模块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主题进行创作。通过美术作品来展示大

别山红色文化革命精神是对大别山红色文化的推广，是对民族精神内涵的扩展，

丰富了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价值，增强了大别山红色文化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选取能够代表信阳大别山红色文化精神的素材进行提炼和获取，同时结

合艺术创作表现技法和形式的需要进行创作，同时结合艺术载体等元素，然

后确定大别山革命精神的艺术形象，最终通过艺术作品的形式来展示信阳大

别山红色文化及革命精神。比如要表现大别山红色文化革命中的坚定革命信

念精神，可以以邓小平、刘伯承率领大军挺进大别山这一事件进行创作。作

品名称可以定为《朝阳辉映大别山》，以博物馆里刘伯承、邓小平率领部队

挺进大别山时期的一张合影照片为素材，为了突出红色文化，作品选用红色

为主色调，把大别山山体、云层（象征军队与群众）为背景，展示了邓小平

和刘伯承两位领导人登高远望，以此寓意着他们在迎接朝阳，也就是新中国

的解放。用工笔画的表现形式，歌颂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吹响夺取全



国胜利嘹亮号角的重大历史意义。 

表现鄂豫皖革命先烈人物时，可以先了解先烈的故事，然后再进行素材

取舍，比如选取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八军创立人高敬亭率领部队夺取战争胜利

为创作背景，作品名称可以定为《功昭大别山》，作品把高敬亭作为创作主

体人物，选取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八军军旗作为背景映衬，用广大战士热烈欢

庆战争胜利作为整个画面场景的烘托，背景和场景在艺术处理上以虚的手法

进行，高敬亭的形象以实进行，从而突出高敬亭的卓著功勋，表现了他坚定

刚毅的革命信念和胜券在握的高大形象。作品以写意的表现手法，歌颂了革

命英雄先辈们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的大无畏革命奉献精神。 

河南信阳新县人吴焕先，1924年冬从蚕业学校带回一张马克思的像贴在正堂

屋供桌上的墙上，父亲责问说，“这是敬祖宗的地方，不能把像贴在这里。”吴焕

先说:“马克思是革命导师，是外国人，但知道中国的事。照他的办法，就会创

造出个新社会来。”他把自己的地契、田契都烧掉，领导农民闹革命。红军二十

五军军长吴焕先是黄麻起义的领导人，是中国工农红军鄂豫皖苏区指导员，成

功组织领导了农民武装参加黄麻起义，参与创建了鄂豫皖苏区和红二十五

军。毛泽东称赞“红二十五军远征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吴焕先功不可没！”。

表现敢于担当，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的艺术作品，可以选取吴焕先为题材创

作，作品可以定为《军魂——吴焕先》，作品描绘吴焕先骑着战马率领中国

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从罗山县的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开始长征的情

景。画面主体人物神态若定、无私无畏，背景是出发部队对外称“中国工农

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和行军战士。  

理论研究和艺术创作相结合，从视觉或者触觉上拓宽对信阳大别山红色文

化的推广，丰富大别山红色文化资源的展示形式。对大别山红色文化的革命精神、

民族精神内涵扩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同时也增强了大别山红色文化的

吸引力和宣传力。 

理论研究和艺术创作是对信阳大别山红色文化的升华，为艺术家创作大别山

革命题材美术作品提供了理论依据，有利于艺术家创作出更多能传播大别山革命

精神、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华审美追求的优秀艺术作品，有利

于大别山红色文化的传播。对于在美术创作中实践民族精神、价值观的塑造和民



族正能量的推广具有一定的意义。 

      
《军魂——吴焕先》  张伟            《功昭大别山》   邹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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