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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全国各地大肆宣传《毛主席去

安源》油画之时，毛泽东亲自审查了这幅

油画，他对画中将他画成身穿长衫不甚

满意。他说：“我在安源不是穿长袍，是

穿短衣。”毛泽东的这次谈话，通过非正

式渠道在人们中间逐渐传开。从此，对

《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的宣传开始降温。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

民开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1979年3

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著名画家叶浅

予的文章《从油画〈追念战友〉说起》。该

文在赞扬油画《追念战友》的同时，批评

了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指出：“在这幅

画（指《追念战友》———引者注）前，不

禁又想起林彪、‘四人帮’鼓吹过的那幅

《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见过那幅画的

内行人都说其构思、构图，甚至用色，无

不脱胎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

画。‘四人帮’把那幅画钦定为美术作品

的样板，命令大量复制，凡楼堂馆所、公

私房舍统统悬挂，并且大量印刷，广为分

发。”这是惟一一次公开批评油画《毛主

席去安源》的文字。

主席提出质疑 宣传逐渐降温3

文革中被翻印九亿份

《毛主席去安源》的真实故事

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曾风靡一时，据有关部门统计，该画共印9亿多张，超过了当时全国的总人口数，即

全国平均每人一张还多。这在世界绘画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这幅油画的原作已于1995年秋以550万元在北京拍卖，另

一幅由作者亲手临摹的《毛主席去安源》油画，至今仍保存在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

1967年夏，北京筹办“毛泽东思

想的光辉照亮安源工人革命运动”

展览，当时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

潢系读书的刘春华，被选派参加展

览的筹备工作，他承担的具体任务

是，画一幅反映毛主席去安源的油

画。刘春华当时只有24岁，还是一

名学生，而且没有专门学过油画。

为了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他于这年7月初来到安源矿体验生

活，采访老工人，了解毛泽东多次来

安源的情况，加深对毛泽东在安源

革命实践的认识。

为了突出主题，作者在构图上把

毛泽东的形象安排在中心位置。在

动态处理上，让毛泽东的每一个微小

动作都有一定的含义：稍稍扬起的头

和稍稍扭转的颈部，表现毛泽东不畏

艰险、不畏强暴、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的大无畏精神；紧握的左手，表现毛

泽东争取解放全国人民的雄心壮志

和必胜信念；右手挟一把雨伞，说明

毛泽东风里来，雨里去，为革命不辞

辛苦的工作作风……

刘春华终于在新中国成立18周

年前夕，创作出《毛主席去安源》大

幅油画。因为当时反对个人成名成

家，故作品署名为“北京院校学生集

体创作”，后来刘春华承担巨大风

险，又在“集体创作”后面，挂上了个

人“执笔”署名。

1967年 10月 1日，《毛主席去安

源》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首次与观众

见面。该画说明词称：“毛主席1920

年去安源”。安源工人出身的解放

军工程兵副司令员王耀南少将观看

展览后提出，该画的说明词有误，他

记忆中毛主席第一次去安源是1921

年秋天。

事后，王耀南打电话给中共中

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请他直接向

毛主席询问第一次到安源的时间。

10月24日，王耀南向展览会的工作

人员传达了毛主席的话。于是，此

画的说明词立即改为：“1921年秋，我

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去安源，亲自

点燃了安源的革命烈火。”

《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刚刚问世，便

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和赞赏。到中国

革命博物馆参观的群众对这幅油画推崇

备至，留言写满整整4本，有的呼吁出版

该画，有的甚至说出版后要认购几百

张。但展览筹备处无权决定此事。后

来，《人民日报》拟刊用该画，将其制版送

中央审查，时任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

组”第一副组长的江青当即批示：“总理、

伯达、康生……我建议明天‘七一’人民

日报、军报发表《毛主席去安源》，这幅油

画很好。这幅画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果实之一，它有高度的思想水平，构

图、采光、着色等艺术方面亦是优秀的。

听说是青年人画的，而同意发表。建议

属「署」上作者名字。江青68.6.30”

1968年 7月，该画在全国公开发表

并大量印制发行。《人民日报》及各地报

刊大造舆论，称该画是“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开出的灿烂艺术之花”。随后，又用

这幅画发行纪念邮票，制作像章；当年，

林彪、江青胸前都佩戴过该画的像章；周

恩来住室里惟一的一幅绘画作品也是该

画。同年10月 1日，北京的文化工作者

将《毛主席去安源》巨幅油画装上彩车，

与8个“革命样板戏”造型一道，加入首

都群众庆祝国庆游行队伍，缓缓通过天

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检阅。从此，《毛主席去安源》油画

在全国家喻户晓，并蜚声国外。

在安源，《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影

响更大。1968年7月11日《人民日报》报

道：“7月8日，是安源矿工们最幸福的一

天。这一天，工人们日夜渴望的《毛主席

去安源》的油画运来了，安源煤矿革命

委员会连夜举行了授画仪式，矿工们

手捧这幅革命油画……表决心、立誓

言：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紧跟毛主席

干革命。”当时正在安源牛形山腰动工

兴建建筑面积为 3200 多平方米的“毛

主席在安源革命活动纪念馆”。正门

中央的最高处，就选用《毛主席去安

源》的油画头像，用瓷砖镶嵌而成。该

馆的序厅和展厅中，均陈列了《毛主席

去安源》的巨幅油画。

誉为艺术之花 狂热推向全国2

油画表现毛泽东去安源是步行去

的。最早说毛泽东步行去安源的，是时

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第一副

组长的江青。江青于1966年 11月 19日

在全国政协礼堂接见学生代表时说：“安

源煤矿毛主席是走去的，沿着铁路一步

一步走去的，遇到一个老乡就聊聊。”刘

春华到安源体验生活时，就是按照江青

的这个“指示”，一直在“走”字上动脑

筋。他反复思考毛泽东第一次去安源的

具体情节：毛泽东从长沙清水塘出发，估

计是乘火车到萍乡，再从萍乡步行到安

源，为了熟悉环境，刘春华几次到萍乡至

安源的铁路上步行。他首先有过毛泽东

走铁路的构思，后因透视关系，铁轨在画

面上所占的比重过大而取消。最后，画

面上完全未画出铁路，而在山坡上露出

半截电线杆子。

其实，油画表现毛泽东步行去安源的

情景是与史实相悖的。当时毛泽东住在

长沙清水塘，距安源300多华里，他不可

能从长沙步行到安源。是否可能先从长

沙乘火车到萍乡县城，再从萍乡县城步行

到安源呢？这种可能性也不存在。因为

1921年秋天毛泽东到安源时，粤汉铁路

（广州市到汉口）和株萍铁路（株洲到安

源）均已开通。1899年修通的萍安铁路

（萍乡县城到安源）和1905年修通的株萍

铁路（湖南株洲至萍乡安源），为江西铁路

之先声。到1921年，安源每天有两列运煤

的火车开到长沙，并在运煤列车上挂上几

节客车车厢，以方便旅客从安源到长沙，

交通因之十分便利。毛泽东是第一次去

安源，他不可能明明知道火车可以直达安

源，还中途在萍乡县城下车，再一步步走

路去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是不是

毛泽东需要指导萍乡县城的革命活动，而

在萍乡县城下车，而后再步行去安源呢？

也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一个多月前刚刚在上海召开，当时

萍乡还没有中共的组织和革命分子的活

动，萍乡县境内最早的中共基层组织，是

1922年2月李立三在安源煤矿工人中成

立的全国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

江青和刘春华都认为毛泽东当年是

步行去安源的，其实他们都不熟悉这些历

史情况。江青1914年出生，1938年才和毛

泽东结婚，毛泽东1921年第一次到安源

时，她才7岁，对这段历史和当时安源与长

沙之间的交通情况根本就不了解。刘春华

到安源体验生活时虽然对安源革命历史作

过一些调查，但他还是只能局限在江青的

是“沿着铁路一步一步走去的”说法构思画

稿，特别是1967年他从北京到安源时，火

车客车确实是只能到萍乡城区，再从萍乡

城区坐汽车到安源。 据《南方周末》

步行抵达，还是乘车前往？4

创作展出油画
精确修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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