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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

自然，这，是很幼小的。但是，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在这一面。”

由于进步青年的不懈努力，广大社会群众的大力支持，创

作木刻成了新兴的时代艺术，被称为“新兴木刻运动”。新兴

木刻运动高举着反帝反封建的旗帜走上了中国艺坛，不仅揭露

了社会现实状况，而且为改变社会作出了努力。鲁迅为了推动

新兴木刻运动的发展，不仅擎起了新兴木刻运动的大旗，而且

做了很多具体而实在的工作。从收集编印出版欧洲版画作品，

到举办讲习会、展览会；从艺术思想到创作方法以及表现形式，

全方位地鼓励、指导木刻青年沿着艺术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和道

路阔步前进。

1931 年 8 月 17 至 22 日，鲁迅受中国共产党委托，在上海

举办了“木刻讲习会”。自始至终参加学习的 13 名学员由左

联冯雪峰选定，由日本东京成城学院的美术教师、版画家、内

山完造的弟弟内山嘉吉讲授木刻技法和学员的实习创作。通过

“木刻讲习会”，创作木刻的知识和技法得到了初步普及，不

仅培训了一批青年木刻骨干，而且形成了一支木刻队伍雏形，

大大地推动了木刻创作活动，为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发展，播

下了第一把星星燎原之火种，学习新兴木刻也成为了美术青年

要求进步的标志。木刻讲习会结束后，首先在上海等地出现了

一个木刻社团遍地开花、木刻创作频频涌现的可喜局面。因此，

1931 年后来被大家认为是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元年，8 月 17 日

往往作为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纪念日。

鲁迅不会木刻，自谦不懂木刻，但对木刻版画的鉴赏水平

却比一般的木刻家更高，许多木刻青年，不管是与鲁迅熟识的

还是素昧平生的青年木刻家，无间遐迩，每有新作，都寄请鲁

迅指导或推荐发表，所以鲁迅就成了我国新兴版画萌芽期青年

木刻家版画最大的收藏家。不仅如此，从 1930 年至 1933 年，

鲁迅亲自租借场地举办了四次外国原刻木刻展览会。1934 年，

鲁迅和宋庆龄一起挑选了 55 幅中国木刻和绘画交法国一杂志

的女记者带去法国展览，名“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展览会”，

后来又移至巴黎和莫斯科展出，宣传了中国新兴的木刻艺术。

而由于这个展览在国外得到好评，也对在特殊政治背景下版

画的立足作用良多。此后，1935 年，由平津木刻研究会发起

组织了第一届全国木刻联展，其中相当数量的展品是由鲁迅

推荐的。

1936 年 10 月 2 日到 8 日，在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举

办“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尽管鲁迅先生那时已是病

魔缠身，但他不顾家人的劝阻，在 8 日展览最后一天，扶病前

往展览现场，仔细观看每一件展品，评价说，就总体而言，这

回“自然比前进步了”，并告诫青年木刻家们：“刻木刻最要

紧的是素描基础打得好！”那天，鲁迅谈兴很浓，与青年交谈

达 3 小时之久，这是中国新兴版画运动导师和木刻青年们最后

的一次欢聚，动人场面被著名摄影师沙飞当场拍下，11 天以后，

鲁迅在上海逝世。

回顾“新兴版画”运动的历史，鲁迅在介绍西方版画和在

推动新兴木刻运动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在版画理论上，

鲁迅也提出了许多富有理论性和指导性的灼见，概括起来主要

有以下六个方面，即版画为大众，人物为中心，技巧要过硬，

作品要能懂，遗产要继承，追求民族性。可以说，鲁迅的这些

理论，在推动中国现代版画沿着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发

展，吸取西方版画的长处，继承传统版画的精华

并创立具有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版画方面，

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鲁迅不仅以文学为武器，向旧社会、

旧文化及帝国主义冲锋陷阵，同时还运用

艺术方面的宣传作用为中国革命作不懈的

奋斗。他不仅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

大的贡献，而且在中国新美术的发展方面也有

不可磨灭的功绩。特别是他在晚年提倡创造木

刻和领导的新木刻运动，是中国新兴美术事

业最光辉的篇章之一，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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