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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的经验与启示*

朱   敏

（楚雄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楚雄    675000）

[摘 要] 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是运用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图像作品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重要形式。延安时期，基于当时的社会条件、革命需要和群众需求，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利用

图像作品开展马克思主义传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生成逻辑上看，延安时期开展马克思主

义图像化传播是发挥图像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内在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然要求，也

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现实需求。从传播主体和立场上看，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的根本立场，以

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党员干部、理论工作者、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为图像化传播主体，秉持着

团结一切可团结力量的原则，对最广大人民群众开展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从图像化传播

的形式策略上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了图像象征、图像隐喻和图像叙事的形式策略，使

图像作品在增强政治认同、塑造工农兵形象、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革命宣传上发挥了

重要作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积累的历史经验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

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弘扬传

统、紧跟时代、贴近群众生活为传播内容，并运用象征—隐喻—叙事的图像化传播形式提升

传播实效，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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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个常谈常新的重要课

题。随着时代发展，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也是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必然要求。

进入新时代，在现代科技和媒介的影响下，电

视、电影、虚拟图像等现代图像成为人们喜闻

乐见的视看方式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改变

人们的感受和经验方式，从而改变人们的思维

方式”[1]（P2-3）。这就要求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也要应时代而变，自觉运用现代图像符号和

图像作品来传播马克思主义。从历史上看，延安

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

要历史时期。基于当时的社会条件、革命需要和

群众需求，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利用图像作品

开展马克思主义传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这

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进行历史考察和



深圳社会科学 2022年第５卷·18·

理论梳理，对新时代如何开展马克思主义图像

化传播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二、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图像
化传播的生成逻辑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有着深远

的历史渊源，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然要求，

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现实需求。

（一）图像化传播是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

形式

自古以来，以图腾符号为主要代表的图像

形式具有记录和描绘世界的功能，同时也是一

种表征人类早期的社会意识、价值观念和身份

权力关系的符号体系。远古时期，先民们通过

崖刻、岩画等方式图绘了古人生产、生活、祭祀

等重要场景。这些原始图像使古代文明得以记

录、传播和延续。虽然在文字发明之后，图像的

地位和作用渐渐式微，但仍然发挥着意识形态

传播的重要作用。中国古代奴隶制时期、封建时

期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运用图像形式对百姓进

行道德教化和价值观传播。《孔子问礼图》《先

师孔子行教图》是以图载道，传播儒家思想、进

行道德教化的经典之作。两汉之后，民间书籍

和通俗读物上配有宣传孝道的插图，以“二十四

孝”图为主题的绘画作品、器具图饰、建筑图案

都是统治者利用图像作品传播当时主流价值观

念的重要体现。[2]进入现代社会，在现代信息媒

介的影响下，丰富多样的现代图像充斥于人们的

日常生活，改变着人们的视看方式和生活方式，

也成为现代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形式。美国好

莱坞电影是宣扬个人英雄主义与自由主义、传

播美国价值观和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我

国在不断探索下也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主流意

识形态图像化传播的自觉，创作了图绘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等“图像立

誉”的图像作品，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上成效

显著。运用图像激发民众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认

同，传播主流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是发挥图

像形式的意识形态传播功能的体现。

以图像形式传播意识形态功能为作为无产

阶级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图像化传播

提供了可能。延安时期主要采用美术、戏剧和电

影三种图像形式塑造工农兵的主体形象、宣传

党的新思想和新政策、鼓励民众积极生产和抗

战，是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的重要体现。美术

作品是最为重要的图像化传播方式，主要有木

刻版画、漫画、年画、连环画、剪纸、雕塑等，其

中版画最为突出、最具有代表性。在延安时期的

版画作品中头扎“羊肚毛巾”农民成为图像作品

的主角，塑造了勤劳勇敢、与旧势力作斗争的延

安农民形象。延安时期戏剧形式有京剧、秧歌剧

和拉洋片等。1937年初，延安成立了人民抗日戏

剧社，戏剧作品主要以揭示人民群众与旧社会矛

盾、宣传抗战和进步思想为主题。其中，《逼上

梁山》《三打祝家庄》等新型延安水浒剧，将传

统水浒剧中劫富济贫的英雄置换成革命英雄，

构建抗日的革命叙事，起到良好的宣传抗战的效

果。与此同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组建了第一

个属于党和人民的电影团，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

动员抗战服务。延安电影团拍摄的纪录片《南泥

湾》生动展现了延安军民一边抗战一边生产的

火热场面，通过影片的宣传使得更多有志青年

知晓和了解延安，并纷纷奔赴延安参加革命，起

到宣传动员群众的积极作用。通过图像化传播将

直接、显性、理论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转化为间

接、隐性、感性的艺术化形式，从而使得人民群

众更乐于接受，也使之成为满足人民利益诉求

和知晓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桥梁，从而提

升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成效。

（二）图像化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

必然要求

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

的行动。”[3]（P 311）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广

大人民进行革命并取得成功，首先在于选择了

正确、有力的理论武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

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

以是科学的革命的理论武器，在于马克思主义



第6期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的经验与启示 ·19·

是能够科学观察革命形势、解决实际问题的理

论，是真正代表人民、属于人民的理论，是谋求

人类解放的理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帮助我

国正确分析国内外形势，才能指导中国革命取

得胜利。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

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

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4]（P9）这就

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成为人民群众的理论

武器，首先要能被群众所理解和接受，转化为

他们的自我意识。而人民群众不会自发地具备

这种自我意识和理论自觉，需要从外部将马克

思主义理论“灌输”给人民群众。这就是马克思

主义大众化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

形式多种多样，除了以文字为主的理论宣传和

思想教育之外，运用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图像

形式也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形式。

第一，从理论自身来看，图像化传播是马克思

主义作为科学理论以感性形式显现自身的必要方

式。黑格尔指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5]（P22-23）

艺术（包括图像艺术）使得抽象的理论获得具

体感性的形象，使得理论不再是某种冷静而严

峻的抽象形式，从而成为了有血有肉的东西。正

是在感性形象的艺术形式中理论才真正实现了

理性与感性、内容与形式、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以图像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旨在赋予马克思主

义理论以生动具体的感性形象，使得这一理论

鲜活起来，才能更好地被人们理解和把握。

第二，从宣传对象来看，图像化传播是延

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深入群众，变为广大群众的

理论自觉的必要手段。在延安的特殊时期，面

对广大人民群众，如何把马克思主义这套理论

性极强、极为深刻的思想体系让人民群众理解

和接受？如何让马克思主义成为统一党员、干

部的重要思想，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为坚

固？是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

要任务。针对当时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广大人

民群众和文化背景不尽相同的党内外人士，用

生动形象、直观易懂的图像艺术形式向群众宣

传马克思主义进步思想，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

广大群众参与革命的理论武器，使得马克思主

义成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精神力量，是

符合中国实际和群众需求的必要举措。毛泽东

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就是要让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

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

用它，彰显“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

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6]（P534）。在马克思

主义理论自觉和时代使命的促使之下，党内外

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宣传工作者和马克思

主义文艺工作者积极探索，对马克思主义的思

想内容进行形象化、通俗化、生动化的艺术处

理，从视觉上吸引群众、从情感上打动群众、利

用形象去感召群众，使得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

播蔚然成风。

（三）图像化传播是延安时期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现实需求

延安时期，国内外形势复杂，民族矛盾成为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团结一切力量抗日以实现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是首要任务。这就决定了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革命服务的根本方向。马

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容进行形象化、通

俗化、生动化的艺术处理，从视觉上吸引群众、

从情感上打动群众、利用形象去感召群众。图

形化传播在团结一切力量进行抗日、建立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上发挥巨大作用。1936年毛泽东

同志在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指出，抗战不能只

靠军事，也要依靠文化，要想取得抗战胜利，就

须坚持“文武双全”，通过文艺作品提高民众文

化水平，激发整个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鼓动民

众团结起来一致抗日。[7]（P4）丁玲、艾思奇、冼星

海等众多文艺家和理论家纷纷响应党的号召，

配合革命需要，积极创作文艺作品宣传马克思

主义理论，成果非常显著。反映新生活、新文化

的木刻版画、秧歌剧、快板、“新洋片”等图像作

品涌入边区人民日常生活。中国共产党还通过

图像作品的宣传教育与当时党内外错误思想进

行斗争，用形象通俗的图像形式宣传党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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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和具体政策，提高群众的理论觉悟。

同时，延安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马克思主

义图像化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保障。1937年

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9月6日成立陕甘宁边区

政府。历时13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取得局

部执政地位，而且这一局部执政地位在当时是

得到国民政府承认的。期间，国共达成共识，建

立了八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此，中国共产

党在这一时期具有相对稳定的环境，成立了陕

甘宁边区政府，组织群众一起生产学习，开设

学校、印刷厂、书店和出版社，并组建了鲁迅艺术

学院、戏剧社、电影团等文艺组织。[8]（P43）在革

命时期，这样相对稳定的环境，为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使得其

图像化传播成为可能。

三、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图像化
传播的根本立场

明确主体和对象是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

的基本前提，关系到由谁来传播、传播为了谁的

问题，从根本上看是图像艺术作品为了什么人、

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

所谓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的主体指能准

确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并能将这一理论进

行创造性图解，用生动形象、喜闻乐见的图像

艺术形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解说和传播的

理论家和艺术家。在延安时期，参与到马克思

主义图像化传播的主体是比较广泛的，以信仰

马克思主义的党员干部、理论工作者、知识分

子和文艺工作者为主。有以鲁迅、周扬等为主要

代表的文艺理论家，有以古元、夏风、江丰、彦

涵、刘迅等为主要代表的美术家，有抗日戏剧

社和鲁迅艺术学院的文艺工作者，还有延安电

影团工作人员，都是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的

重要主体，发挥着宣传、教育、传播马克思主义

的主力军作用。此外，外国的记者、摄影师和影

视工作者在对外宣介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

上发挥重要作用。作为精神圣地的延安在当时

吸引了不少国外记者、摄像师和电影制作者。他

们来到延安，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记录了毛泽东、

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以及延安生产生活的场

景，创作了纪录片、电影等影像作品向外界宣介

延安。如，苏联记者罗曼·卡尔曼在1938—1939

期间走进陕甘宁边区，采访了毛泽东、林伯渠等

多位中共领袖，拍摄了一系列珍贵的照片向全

世界真实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人民的

战斗生活，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上获得

了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的对象主

要指图像化传播的受众，包括中共党员、工人、

农民、知识分子、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城市小资

产阶级。其中以工农兵为主的人民群众是图像

化传播的主要对象。艺术是属于人民群众的，它

的根基在最底层的广大群众，它应该为群众所

知晓、所挚爱，并把“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

联合起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进一步强调，所谓大众化“就是我们的文艺工

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

一片”。[9]（P851）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能仅仅通过

开办学校来对穷乡僻壤的百姓开展普及性的教

育，还需要丰富多样的图像形式让马克思主义

思想“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又从他们的脑子

里流到他们的嘴上”。[10]（P43）

主体和对象的划分不是界限分明、截然对

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的共同指向是

人民群众，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

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

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转化为生动的图像形

式，使其通俗易懂，易于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在

这个图像化过程中，人民群众既是教育和传播

的对象，也可以参与到文艺创作过程中，成为图

像化传播的主体。同时，图像化传播作为大众化

的重要形式，也要求从事图像艺术创作的主体

自身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对这一理

论有正确的理解和把握。所以，对文艺工作者

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也是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

的前提和要求。毛泽东同志对文艺工作者提出



第6期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的经验与启示 ·21·

要求，要求文艺创作坚持人民立场，贴近人民生

活和实际需求，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为

抗战服务。[6](P60-61)在这一语境下，作为图像化传

播主体的文艺工作者也就成为了教育的对象。

由此，要做好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首先要辩

证地理解和把握图像化传播的主体和对象的

关系。无论是主体还是对象都有个共同指向，

那就是人民群众。正如毛泽东同志强调，文艺

工作者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为群众的问题”

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也就是说，文艺工作

者首先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

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11]（P10-11）。最

广大的人民指的是领导革命的工人阶级，作为

革命同盟军的农民，武装和领导工农革命的军

人，还包括能为抗战服务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

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从根本上说就是站在无

产阶级的立场，而不是别的阶级的立场。[11]（P11）

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立场的体现，也是

其图像化传播要遵循的根本原则。

四、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图像化
传播的形式策略

图像符号不只是表面所显示的，而有着深刻

的意蕴，可以通过其象征、隐喻和叙事功能发挥

着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作用。延安时期马克思

主义图像化传播恰是运用了图像象征、隐喻和

叙事的功能，在增强政治认同、塑造工农兵形

象、加强理论和革命宣传上发挥重要作用。

（一）运用图像象征，增强群众对中国共产党

的政治认同

图像象征是 使 用某种具体的图像符 号，

按照特定人物或事物，传达一定意义的表达方

式。图像符号的象征功能运用图像符号把抽象

的概念可视化，转化为人们脑中生动具体的形

象，并激发人们的想象，起到传达某种意义的

功能。天平象征公平正义，白鸽象征着和平都是

图像象征功能的体现。图像符号的象征手法在

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延安

时期的美术、戏剧、电影等图像作品大量运用

了象征手法宣介党的政治观点和信仰，增进了

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性质的认知，增强

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情感认同。党

旗运用红旗、镰刀和锤子的图像符号象征着代

表工农联合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意义。延安

时期纪录片《南泥湾》在开篇多次聚焦于延安

的宝塔山，通过图像明确化的聚焦强化策略，将

宝塔山这一地域标志物转化为延安革命历史的

见证和象征延安精神的图像符号。通过《南泥

湾》的宣传，有志之士都将延安视为代表着真

正属于人民的自由、民主的希望之地和精神圣

地。这一图像符号也体现了民众对边区政府和

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此外，外国记者埃德加·斯

诺来到延安给毛泽东拍摄的照片（如图1），照

片中的毛泽东同志身穿朴素的布衣军装，头戴

八角帽，展现了他朴素、务实、亲民的平民主义

作风和人民领袖的形象，是对代表最广大无产

阶级的政党领袖的形象化表达。这张中国共产

党的革命领袖的普通照片在延安乃至全世界广

为流传，使得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光辉形

象传遍了全世界。

图1   毛泽东同志像(斯诺1936年拍摄于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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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图像象征手法在图像作品中的运用，

使得图像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得到稳固

的关联和统一，构建了一套表征中国共产党政

治信仰和根本立场的符号体系，确立了党在人

民群众心中的形象和位置，从而增强了民众对

党和边区政府的了解和认同。通过这一手法的

运用可以使得严肃的政治话 语和生硬的理论

概念变成生动形象的图像符号，让人们更容易

接受和认可，从而达到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的

目的。

（二）运用图像隐喻，塑造工农兵形象

拉费斯坦认为，绘画、雕刻、文学及音乐等

文艺作品是表达大自然隐喻的生产场所，并通

过艺术形式强化了这种隐喻。[12]（P77）图像隐喻

则是众多隐喻系统中最为普遍和重要的形式。

从表面看，图像符号越直观越具体其表意则越

透明，但它实际上也具有间接指代和暗示的功

能。图像隐喻就是运用一种图像符号暗喻另外

一种事物的修辞手法的体现。图像隐喻的运用

的前提是喻体和本体有相似点，且主体有类似

的心理、语言、文化和行为，能激发主体的感

知、体验和想象。[13]

延安时期的美术作品、戏剧作品、电影作

品等图像叙事大量运用了图像隐喻的修辞方

式，形象化塑造了以工农兵为代表的中国劳动

人民勤劳勇敢、积极学习进步知识、勇于参加革

命的良好形象。古元的版画《冬学》刻画了一群

陕北农民在窑洞前空场上参加冬学的场景。版

画《给老炊事员祝寿》《卫生模范寿比南山》也

运用了头扎“羊肚毛巾”的图像隐喻着勤劳的陕

北农民的图像符号，以“匿名”的形式塑造了勤

劳勇敢、积极向上的无产阶级群像。让延安群

众看到这样的图像符号就像看到了自己，并促

使延安人民主动向这一形象靠近，从而起到思

想教育和行为引导的积极作用。刘迅的《文化货

郎担下乡》描绘了货郎将书本摆放在地上供农

民挑选的生动场景。作品中笔、书本、算盘等是

寓示新文化的图像符号，展现了延安农民在积

极学习新文化新思想的图景。古元的《减租会》

（如图2）、彦涵的《审问》、江丰的《清算斗争》

等作品农民争先恐后地与地主论理，桌上的账

本、算盘是隐喻“清算”的图像符号，反映了延

安减租减息运动中农民与地主斗争的场景。这

些大量采用隐喻的图像作品以工农兵为主体，

反映了党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关切和维护

人民利益、一切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立场，在唤醒

农民主体意识、调动农民积极抗战和参加大生

产运动上起到重要的宣传教育作用。

（三）运用图像叙事，提升民众的思想政治

水平

运用图像叙事，强化视觉冲击，提升民众的

思想政治水平，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图像化

传播的又一重要策略。图像叙事形式多样，主要

体现在模式化叙事、交互式叙事和群体参与式

叙事几个方面。

首先，模式化叙事通常是图像叙事中采用

固定化、现成、套式的图像叙事方式，起到凸显

叙事主题和真正意图的作用，让民众更容易识

别和领会这些主题和意图。模式化叙事主要体

现在形象模式化和表达套路化两个方面。形象

模式化指不同的图像叙事中运用相对固定的图

像模式以突出这一形象的鲜明、相似的特征。

如，延安时期的版画、电影和戏剧等图像叙事

作品中固定使用对“头扎羊肚毛巾”的图像来

刻画延安农民朴实勤劳的形象特征，是形象模

式化策略的体现，起到塑造形象、强化形象、

增强认同的作用。表 达套路 化则是指运用相

类似的叙事结构来打造图像叙事的一种形式。

图2   减租会（古元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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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延安时期新型戏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

庄》等都延用了相对固定的表现形式和叙事结

构，运用群众比较熟悉的传统戏剧的表达套路

来构建抗日的革命叙事，起到宣传抗战的积极

效果。

其次，交 互 式叙事是 运用语言文字和图

像符号的不同叙事功能进行相互补充、相互呼

应、相互阐释的叙事形式。语言和文字具有清

晰的意义表达功能，图像则更形象、生动、直

观且有冲击感，但容易引起意义表达的混淆。

将二者相结合，能起到相互补充、相互阐释的

作用，使得图像叙事在不失生动直观的同时也

有更为明确的所指。交互式叙事方式主要有图

文交互和语图交互两种。图文交互就是运用标

题文本或画面中的标语、旁白等文本来对图像

符号进行补充和阐释，起到明确表意的作用。

如，延安时期墙绘宣传画配上醒目的标语，是

图文互构的典型运用；[14]彦涵的版画作品《八

路军回来了》（如图3）使用明确的文字化标题

搭配百姓喜笑颜开欢迎八路军回来的生动图

景，以图文交互的形式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带领

的八路军是代表广大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并深受

百姓欢迎的政治隐喻。[15]（P395）语图交互是利用

语言来与图像符号形成互补和呼应，起到强化

叙事的作用。延安文艺工作者将承载着马克思

主义先进文化和革命斗争的模范事迹制作成连

环画作品，放到拉洋片的镜箱中播放，并配以

唱词、大鼓和弦琴，起到宣传和号召群众的积

极作用。如，《模范抗属张芝兰》是当时最受欢

迎的新洋片，它将众所周知的抗属张芝兰鼓励

丈夫参加红军抗战，自己开荒种地、刻苦自给的

典型事迹运用语图互构图像叙事形式“再现”

出来，引起了群众极大的感奋，取得了空前的宣

传效果。[15]（P527）延安影视纪录片《南泥湾》采

用无声影片和场外解说的形式展出，也是语图

互构的运用。

再次，群体参与式叙事主要指图像叙事的

主体不再是单一的个人或少数几个艺术创作

者，而是让更多民众参与到图像叙事创作中，成

为创作的主体。延安时期新型秧歌剧的创作和

演出就是群体参与式叙事的典型代表。例如，

新型秧歌《兄妹开荒》突破传统舞台式表演的

限制，采用了广场表演的形式吸引广大群众都

参与到表演中，达到群体共鸣的艺术效果。这

种群体参与式图像叙事形式使图像叙事的主体

由少数人向群体性转变，使得民众从“被塑造”

向“自我塑造”转变，增强了图像叙事的感染力

和影响力，充分调动了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彰显了民众的主体地位。同时，这种群体参与式

叙事也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倡导以人民群众

为主体，营造民主、平等的政治环境，鼓励人民

参加斗争、参加革命、翻身做主人的政治意图

的表达。

五、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图像化
传播的当代启示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运用了图

像象征、隐喻和多样化叙事等策略，塑造了工农

兵的主体形象、增强了人民对党的政治认同，提图3   八路军回来了(彦涵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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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了民众的思想政治水平，为新时代马克思主

义图像化传播提供重要借鉴和启示。

（一）图像化传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

立场

阶级立场问题是意识形态的关键。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

质特征，也是其图像化传播的根本导向。通过

图像形式彰显一切为了人民的根本立场是马克

思主义图像化传播的主要任务，同时也只有贴

近生活、深入群众、满足最广大人民的利益需

求，才能真正吸引群众、得到群众的认可和认

同。延安时期以版画、电影、戏剧为主要代表的

图像形式无论是以鲜活的图像符号塑造工农兵

的主体形象，还是通过图像叙事向民众宣传党

的新思想和新政策，塑造革命叙事鼓励民众积

极生产、参加抗战，都充分体现了人民立场。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也必须坚守

无产阶级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

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会议上指出：“人民既是

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

‘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反映

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

务这个根本方向。”[16]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图像

化传播首先要把人民群众作为图像形式表现的

主体，贴近人民、扎根生活，在图像叙事中塑造

积极向上、努力进取、勇于创新的新时代人民形

象。其次，人民不仅是图像叙事表现的主体，也

是参与和构建图像叙事的主体。受网络时代视

觉文化的影响，普通网民都能便捷地制作短视

频、微电影等影像叙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图像

创作的主体。这充分体现了在自媒体时代，人

民由“被书写”“被表达”变成“我书写”“我表

达”，人民主体性得到进一步的增强。新时代马

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要充分利用和发挥民众参

与图像实践的主体性，对其进行正面引导，促进

个体微观图像叙事与宏大政治叙事的融合，推

动马克思主义宣传和传播。此外，人民群众是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的评判主体。人

民群众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的鉴赏

家和评判家，要把人民是否喜欢、是否认同以

及能否自觉践履作为检验其图像化传播效果的

根本标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要以

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提高质量满足人民更好的精神需求。美术、戏

剧、电影、摄影、电视等图像创作要紧跟时代发

展、把握民众需求，以充沛的激情、感人的形

象、生动的画面、优美的图景创作出民众喜闻乐

见的优秀图像作品。

（二）弘扬传统、紧跟时代、贴近群众生活，

丰富图像化传播内容

图像化传播的内容就是要利用图像形式传

达一定意义和价值的核心部分。延安时期尤其

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

播在内容上不断丰富和创新，强调图像作品要

彻底去除颂扬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旧

内容，而是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反映延安抗

战、生产、生活的新内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图

像化传播要在继承和发展传统的基础上坚持深

入时代、深入群众、深入生活的原则丰富和创

新其内容。

承扬传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首要任

务。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首先要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中提取符合时代要求的图

像资源，丰富和滋养其图像化传播的内容。如，

中国传统图像作品中五谷丰登、福禄图案、春耕

图等展现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蕴

含着尊老爱幼、亲邻友善、诚信不欺等内容的图

像作品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

也是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5]；遍

布中华南北的红色革命文化基地、革命烈士博

物馆、纪念馆等都有着彰显中华民族爱国情怀

的宝贵图像资源。充分挖掘和利用好中国传统

文化图像资源、红色革命文化图像资源，对弘扬

民族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有着重要意义。

其次，紧跟时代脉搏，从新时代的伟大实

践中提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资源充实马克思

主义图像化传播的内容，来引领、感召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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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如，近年来电视上展播的《社会主义有点

潮》《马克思靠谱》、网络动画《领风者》、电影

《青年马克思》都是运用鲜活、生动的影像形式

阐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表性作品[17]，

在广大群众中尤其是青年人当中广受欢迎；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的墙绘作品和公益广

告、解说图说二十大报告、感动中国颁奖晚会以

及记录抗疫精神的视频影像等成为树立社会主

义文化新风尚的图像佳作。这些图像作品运用

形象的图像、语图、音图立体化形式生动表达了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容，起到宣传教育、精神

引领的积极作用。

此外，运用大众化、生活化的语图，贴近群

众生活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内

容。如何将生硬的国家政策和抽象的政治意识

形态转变为民众能听懂、易接受、喜闻乐见的内

容是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的重要任务。图像

叙事就是采用感性形式、生活化语图、形象化

表达国家话语和政治话语的有效方式。如影视

作品《青年马克思》《领风者》中运用反差式的

叙事改变了以往教育中的刻板的“不食人间烟

火”的革命家形象，而是呈现了一个有血有肉、

有情有义的“不一样的马克思”[17 ]；利用《战

狼》《红海行动》等深受大众喜欢的影视作品

的方式，在优美的画面、跌宕起伏的情节构造、

生动的人物塑造以及图文并构、声色并茂的立

体化形式将国家的宏大叙事与个人的微观叙事

结合，潜移默化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同时也为

我国塑造了良好国际形象。通过这一图像叙事，

达到了政治宣讲“不在场”、政治意识的“潜在

场”的良好效果。

（三）运用象征—隐喻—叙事创新马克思

主义图像化传播的形式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在继承传

统图像形式基础上采用了象征—隐喻—叙事策

略对图像化传播形式进行了改造和创新，对新

时代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提供重要借鉴。

继承传统的图像象征形式建立新时代马克

思主义图像符号体系。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运

用的代表着工农联合的镰刀、锤子，代表着中国

共产党的红星符号，代表着延安精神的宝塔山

符号，代表着人民精神导师的马克思、恩格斯形

象，以及代表着中国人民领袖的毛泽东形象等，

在不断宣传、互认中得以强化，形成了一套表征

着政治认同的符号体系。这套图像符号体系在

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得以不断地丰富和

充实。如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

精神、特区精神、女排精神、抗洪精神、抗疫精

神、扶贫攻坚精神等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塑造了生动的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精神

群像。再如，图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说中

华民族共同体、图展乡村振兴成果等，也是可

资利用的丰富图像资源。充分挖掘和利用好优

秀传统文化的图像资源、红色文化图像资源、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图像资源，打造生动形象、彰显

中国特色、具有标识性的图像象征符号，建立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图像符号体系，是新时代马

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的必由之路。

运用图像形式推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

隐喻化。象征与隐喻的区别在于，象征可以与图

像符号建立固定的联系，从而实现能指与所指

的统一，逐渐建立起明示化的表征形式；而隐

喻则与图像符号的联系是不固定的，是随着不

同场景、内容以及不同的释义而发生改变，而

这也起到一种隐形教育的作用，从而使得意识

形态传播更能为受众接受并产生认同。马克思

主义影像化传播即运用影视作品传播马克思主

义，将理论的交流与传播置于全景敞视的影像

场域中，以一种感性、非线性的叙事思维展现理

论，其意识形态意图在一些看似无关的词句、

画面和对话中展现自身的同时“询唤”着观者。

在 深 刻的理论思想与生动的图像、鲜活的人

物、细腻的情感、多元的话语的交融和渗透中

观者得到感官享受、图像想象和情感的共鸣。

这种隐喻化方式迎合了新媒体时代的需求，也

是新时代青年主体性的彰显和体现，深受青年

们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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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互构式图像叙事打造 新时代马克思

主义图像化传播新形式。互构式图像叙事主要

由图文互构和语图互构两种形式。图像的优势

在于生动、形象、直观，更容易带来强烈的视

觉冲击和吸引力，但图像阐释的开放性也会带

来阐释多元化和模糊性。而图文互构和语图互

构的图像形式就是运用文字、语言与图像进行

补充和呼应，从而实现能指与所指的统一，达

到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的良好效果。在当今时

代，这些图文互构、语图互构的形式以更为灵

活的形式运用到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中，还

呈现出语言、文字、图像相融的三维立体形式。

如，在社区和农村创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墙绘作品配合一定的文字解说，起到良好的宣

传效果；利用民间快板、戏曲来解说新思想和

新政策是运用语图互构的良好方式；电视节目

《社会主义有点潮》采用影视展示和专家讲解

来阐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电影《青年马

克思》用影视剧的形式将马克思塑造为鲜活、

立体的人民思想家和革命家的人物形象，并很

好地呈现了马克思思想的脉络，是动态画面、

音乐烘托、场景设置、语言解说的立体化互构

形式的运用和展现。此外，利用3D模拟、虚拟

空间等影像技术，打造体验式场景，让人们不

仅得到视听冲击，更有沉浸式的体验，是新时

代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形式创新和发展的新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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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Image Communication of Marxism in 
Yan’an Period

ZHU Min
Abstract: The image communication of Marxism is an important form of spreading Marxism through 

the use of image forms.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based on the social conditions, the needs of the revolution 
and the needs of the masse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use of image 
works to spread Marxism and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generative logic, the 
image communication was the theoretical requirement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and it was also the 
actual demand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Yan'an 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in body 
and position of communic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dhered to the fundamental posi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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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e should soberly aware that construction of law of clean government is essential, secular, complex and 
arduous.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onstruction of clean government in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reform of national supervision system fight corruption with the rule of law and power.

With favourable circumstances at this time of the centenary of the CPC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Party 
leadership and political guidance should be adhered to and strengthened, building of punishment and 
prevention integration mechanism for controlling power with law and the Party rules should be pushed on 
entirely, the system of anti-corruption should be built in the round to  promote the effect of reform, and the 
supervisory authority should be legal to enhance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efficiency and sustainability of anti-
corruption, taking time by the forelock to start a new journey of anti-corruption.

Key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law-based governance; 
construction of clean governance; anti-corruption under the rule of law; the national supervis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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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and used party members, cadres, theoretical workers, intellectuals, and literary and art workers who 
believed in Marxism as the main body of image communication to spread Marxism to the broadest masses of 
the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ormal strategy of image communication, the image communication 
of Marxism adhered to the fundamental position of the people, and adopted symbolic, metaphor and 
narrative strategies,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nhancing political identity, shaping the image of the 
people, and strengthening theory and 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ccumulated in 
the pictorial communication of Marxism in the Yan'an period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for the pictorial communication of Marxism in the new era. The pictorial communication of 
Marxism in the new era should adhere to the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disseminate content close to life, 
and use the form of symbolic-metaphor-narrative pictorial communication to promote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Keywords: Yan’an period; Marxism;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image communication; image nar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