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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体人像

出现在首都机场

35年前的9月29日，首都国际
机场落成，位于候机楼的7幅大型
壁画也面向公众开放，其中包括
袁运生创作的《泼水节》。

这幅高为3 . 4米、长达27米，
描绘傣族泼水节情景的壁画，在
沐浴部分出现了女性裸体。此后
一个多月，首都机场的广场上停
满载客前来参观的大巴车。

在此之前，我国艺术界长期
受前苏联影响，都是对政治和革
命意志的简单图解。《泼水节》的
诞生，让艺术界人士察觉到挣脱
条条框框的可能。

1979年，已从北京工艺美术
学校毕业的门欣熙，在见到这幅
壁画之前，直呼不可能，那个时候
别说裸体，他们上学时画的模特
都是穿泳装的。

为了防止裸体部分在审查中
被毙，袁运生使了个障眼法，在送
审的稿中，他在裸体画像该有裙
子边缘的地方画了一条线，表示
画中人物穿了衣服。

2014年6月12日，已经77岁的
袁运生在回南通举办个人作品展
时说，当时一些人因画中出现裸
体而十分紧张，总指挥李瑞环说
等小平同志看了再定，邓小平看
到壁画后说：“我看可以。”

文艺界怀抱着

极大政治激情

“百花齐放”，现在人们常用
这个词来形容上世纪70年代末至
80年代末的文艺界。

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主任陈
聿东说，以《泼水节》为代表的艺
术作品，尽管并未直接批判现实，
却也被看做是对传统严肃艺术或
严肃意识形态的挑战。

党史专家肖冬连认为，文艺
界是极脆弱、极敏感的领域，常处
在意识形态斗争的风口浪尖。“文
革”后，文艺界带着比其他领域更
深的伤痛，以独特的敏感和笔触，
投入到批判的潮流之中，成为思
想解放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然而，保守派人士的不安让
文艺界思想解放大潮进行得并不
顺利。1979年10月，《泼水节》的裸
体部分被纱布遮挡。此后，美术界
围绕此作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壁
画也一度与政治相提并论，被扣
上“引起民族矛盾”的帽子。

1982年，袁运生前往美国。在
他出国后不久，《泼水节》壁画中
用纱布遮住的裸体部分，被钉上
三合板彻底封死。

王蒙说，20世纪80年代是一
个热情洋溢勇于尝试的年代，同
时又是一个如履薄冰摇摆不定的
年代。

走过困惑

回归传统寻找出路

1983年保守派发起“清除精神
污染”运动，幸而并不长久，因为中
央号召对运动重新认识，运动在同
年底得以终止。

1990年，机场工作人员拆掉
了挡在《泼水节》局部的三合板，
裸体部分重新面世。

思想解放也伴随着困惑。“未
来艺术向何处去”成为大家讨论
的问题。表现主义、立体主义、超
现实主义等西方流派都被尝试。

尽管近年来，国内艺术界难
以避免商业大潮的影响，但在学
习与反思的过程中，艺术界人士
的信心逐渐恢复。“文学上我们有
了诺贝尔文学奖，艺术上艺术家
们也越来越淡定。”陈聿东说。

“纵观中国近几十年来的文化
发展，必定有一个借鉴别人后，再
来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2014年6
月，袁运生在南通的个人作品展上
说。早在2005年，他就提出让中国
的美术教育立足于中国文化的传
承和发展，建立起中国艺术文化在
当今国际文化格局中的主体意识。

“我看到很多人都在脚踏实
地在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找
艺术的出路。”陈聿东说，他也希
望更多人潜下心来，构筑中国艺
术的国际影响力。

1979年，画家袁运生在位于
中央美院的家中，他创作的《泼
水节》开启了艺术的思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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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在
路
上

壁画《泼水节》豁开思想的口子

最最柔柔软软的的艺艺术术
浸浸润润最最严严肃肃的的政政治治

当一幅带着女
子裸体的壁画出现
在首都国际机场候
机楼，国人心中压抑
许久的情绪忽然豁
开了口。这是1979年，
经历2 0年右派生涯
的画家袁运生在机
场创作了《泼水节—
生命的赞歌》。

《泼水节》一度
成为测量意识形态
松 紧 的 晴 雨 表 。从
1979到1990，中国思
想界经历了灿烂也坎
坷的黄金时代，壁画
的裸体部分数度被
遮，最终重见天日。

这十年，文艺界
带着比其他领域更
深的伤痛，以独特的
敏感和笔触，成为八
十年代思想解放运
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有海外媒体称，中国
在公共场所的墙壁
上出现了女人裸体，
预示了真正意义上
的改革开放。

壁画《泼水节》的
沐浴部分出现了女性
裸体。（资料片）

本报记者 刘德峰 高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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