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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基金特约刊登上海文艺评论

戴敦邦先生是我国著名国画家。他出身平民，早年深受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熏陶，善于从各种民间艺术形式中

汲取营养，这使他的画作具有鲜明的民族艺术精神与自成一家的风格。1977 年，戴先生受国家外文局委托，

为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翻译的《红楼梦》英文版绘制插图。翌年，《红楼梦》英文版问世 , 戴先生创作

的36幅插图随之进入外国读者的眼帘,他本人因之而名声大噪，跻身国内画坛翘楚之列。自此，人们“一想到画《红

楼梦》，就想到找戴敦邦”。1981 年，戴先生来到上海交通大学文学艺术系教授绘画。当时，交大正由工科院校

向综合性大学转型，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已是画坛名家的戴先生加盟交大，无疑为交

大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领域增添了一位重量级名师，带来了一股新风。戴先生在交大工作了 17 年，直至 1998 年以

教授的身份光荣退休。这段时间正好是他创作生涯的巅峰阶段，创作出大量尽显中国古典画卷之美的绘画作品。它

们既是我校在人文艺术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也为提升师生文化艺术素养、培育和建设大学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戴先生的绘画种类丰富，在国内外深受好评，影响广泛。这些杰出的艺术成就，一方面源自他长期在绘画领

域勤勉异常的深耕细作，另一方面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带来的时代机遇以及交大为他提供的稳定的工作条件。因

之，戴先生对国家和交大怀有情真意切的感恩情怀。在交大紧锣密鼓地筹建博物馆之际，2019 年 10 月戴先生慷

慨地将其创作的《辛亥革命人物画》100 幅、《中华民族人物谱》56 幅和《〈资本论〉绘本（第一卷）》26 幅

作品捐赠给学校。这些画作是交大宝贵的文化财富，将在交大博物馆以展览的方式与广大师生和社会观众见面。

届时，大家可以从戴先生的画作中零距离地感知中国绘画艺术之美，这定将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情。

戴先生自号“民间艺人”，并矢志不渝地把这四个字作为自己一生从艺作画的信念与追求，他的作品歌颂、

描绘的对象多为平民百姓。为了表达对国家、对交大的感恩之情，年届八秩的戴先生决心以马克思的名著《资本

论》为创作题材，为交大精心创作《〈资本论〉绘本》。本次先行出版的26幅绘画是已经完成的部分，取材于《资

本论》第一卷。创作期间，戴先生与助手一起深入研读《资本论》第一卷文本，以一个老艺术家对社会、对世界、

对历史的认识和感悟，运用他入神的画笔将《资本论》中讨论的劳动、商品、交换过程、货币到资本的转化、剩

余价值产生过程、剩余价值到资本的转化、机器与大工业、计件工资、资本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等重要概念和精深理论，以一幅幅绘画灵活直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套绘本立意高雅，体察入微，用笔精到，

雅俗共赏，引人入胜，其折射出来的人民性创作导向和价值追求，与他以前的作品一脉相承。并且，戴先生以绘

画形式揭示《资本论》这部伟大著作的精神内涵，为我们学习和研究《资本论》提供了一种新形式。可以说，用

“图解”的方式解读《资本论》，戴先生堪称中国画坛第一人。

戴先生创作这套《〈资本论〉绘本》，将西方近代社会历史纳入创

作取材范围，突破了以前创作题材皆来自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和历史故事

的范围。在创作风格上，戴先生不满足于既有技法，在融合中西绘画艺

术形式方面大胆地进行突破和创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绘画艺术，在艺

术形式和风格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实现了自我超越，彰显了文化自

信。这套绘本的创作，还体现出戴先生对艺术的完美追求、高超的精神

境界、朴实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其意义已经超出作品本身。鉴赏这套绘本，

让我在视野和心灵上饱受他大气画风的洗礼，也获得了精神上的升华。

这套绘本的出版是中国绘画出版领域的一件大事，也是交大在新时

代大学文化建设领域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对发展大学文化、助力文化

育人、推进交大立足中国大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资本论〉绘本（第一卷）》即将出版之时，谨书数语，一为

表达庆贺之意，二为对戴先生表达景仰和敬佩之情。（作者为上海交通

大学原党委书记）
《资本论》绘本（第一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