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缘起：遇见《百年巾帼》

在历史进程中，女性以其独有的坚韧
与柔情，绘就社会进步的斑斓画卷。当新
中国的曙光照亮中华大地，新中国的女性
更是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活跃在社会的每
一个角落，她们的故事、她们的梦想、她
们的蜕变，成为时代最动人的注脚。作为
一名编辑，女性题材一直是我感兴趣的选
题方向，我与《百年巾帼：新中国绘画中
的女性形象》（以下简称 《百年巾帼》）
的缘分源于一次工作交接，原本由一位老
编辑负责的书稿因退休原因而寻求接手
人，女性题材又一直是我感兴趣的领域，
因此，虽然自己的年度工作安排已稍显满
当，但是在社领导的支持下，我还是决定
主动接下这本书稿，让这本书在自己手里
顺利面世。

初阅书稿，便被著者流畅的文笔及书
稿深邃的内涵深深吸引。那一幅幅精彩绝
伦的画作让我深深着迷，由画作而形成的
历史氛围感让我心潮起伏。那不仅仅是一
幅幅画，更是一个个女性的人生，她们有
的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有的为建设新

中国奋斗不息；她们有的如男儿般挺起
脊梁，有的似孩童般深深眷恋祖国母

亲。她们爱红装更爱武装，她们爱
生活也爱理想。通读书稿后，我

既兴奋又深感责任重大，一边
惊叹书稿之丰，一边又担心

自己无法挑起重担，因为
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对一

份 书 稿 的 精 心 打
磨，更是对新

中 国 女 性

光辉历程的一次致敬。

深入：惊艳于文字与图画的交响

著者陈履生是一位在美术界具有广泛
影响力的学者、艺术家和博物馆学家。他
对主题绘画研究颇为深入，他在我社出版
的同类主题图书有《共和国画卷上的红色
经典》（全 5 册）、《新中国画卷上的儿
童》、《画卷中的强国之路》等。《共和国
画卷上的红色经典》选辑了1949年迄今全
国各大博物馆、美术馆收藏的绘画作品千
余幅，由伟业、脊梁、建设、农业、军事5卷
组成，堪称新中国美术绘就的共和国画
史。《新中国画卷上的儿童》呈现了描绘战
争年代及和平年代鲜活儿童形象的绘画经
典，传承红色基因。《画卷中的强国之路》侧
重展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本次出
版的《百年巾帼》则将目光投向主题绘画中
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展示了中国女性从
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也是中国女性获得
平等权利的见证。这些精心策划的主题图
书彼此呼应，共同织就了一条隐性的叙事
线索——新中国绘画发展的历史。

这些图书与我社推出的《时代印迹：中
国版画一百年》《画说革命精神》《艺术
为人民：延安美术史》 等一系列经典力
作并肩而立，共同构成了我社主题出版
的品牌矩阵，它们合力构建了一条多维
度的艺术史长廊，展现了中国艺术的独
特魅力与深厚底蕴。这一系列图书的成
功，正是我们践行“用中国的艺术讲述
中国的故事，用中国的出版物传播中国
的历史”这一使命的生动体现。

感悟：女性之光，照亮历史长河

书稿内容厚重，图文并茂。开篇文章
《巾帼：新中国绘画中的女性形象》洋洋

洒洒5万余字，把百年来中国绘
画中女性形象的变迁

史 娓 娓 道

来。对中国女性形象的表现，最早可以追
溯到新石器时代。除了青海大通县上孙家
寨出土的《舞蹈纹盆》，还有其他体现女性
特征或反映女性形象的作品，如青海乐都
柳湾出土的《浮雕裸体人像彩陶壶》等，都
是今天研究女性图像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进入封建社会后，则是如《女史箴图》中那
位照镜子的女性那样，“人咸知修其容，而
莫知饰其性”，最终奠立“女德无极，妇怨无
终”的社会价值观基础。随着新中国成立，
中国女性社会地位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飞
跃，女性可以更多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中
去。女性社会地位构筑起“半边天”的壮丽
图景，成为推动时代进步的“巾帼英雄”。
在这一过程中，女性主题绘画艺术的探索
与呈现不断深入，广泛触及社会结构的深
刻变革、政治环境的变迁、日常生活的演进
及时代的整体跃迁。绘画创作紧密围绕女
性社会角色的重塑、女性在社会中的功能
及她们工作生活的独特风貌，展开了多元
化的艺术表达，从而确立了一个美术领域
内独具魅力的创作主题。

对比传统绘画如《簪花仕女图》《虢
国夫人游春图》及《捣练图》等所描绘的
女性形象，当代“巾帼”所承载的时代气
息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转变深刻体现了
新中国美术以人民性为主体的创作思想。
女性之美的展现方式亦与时俱进，超越了
往昔的审美范式，成为当代审美观念的重
要载体。即便是在辛勤劳动中被汗水浸湿
的容颜，未施粉黛的自然之美，也被时代
赋予了独特价值与赞誉。作为一名女性编
辑，我在书稿中看到了新中国女性从家庭
走向社会、从幕后走向前台、从默默无
闻到独当一面的历程，这些都令人无限
动容。

磨砺：字斟句酌，精益求精

《百年巾帼》 中收录的 500 余幅作
品，上迄 1949 年，下至 2023 年，囊括
了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画等多种
艺术形式，风格多样。这些作品精准捕
捉了女性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精神风貌与
其在社会不同领域展现的坚强与柔美。
著者几易其稿，不断增删作品，艰难取
舍，只为选出最有代表性、最恰当的作
品，展现不同年代女性风貌的多样性，
以及她们在时代洪流中勇于探索、不懈
奋斗的身影。

全书以时间段划分，但怎样划分才能
做到既准确又有说服力呢？作为一部主
题图书，我们希望展示女性地位变化与
党的百年征程之间的紧密联系，经过与
著者商讨，决定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4 个历史时期
作为划分线，整本书的脉络就更加清晰
明了。作为一本以图为主、图文并茂的
主题类图书，封面设计尤为关键。我们
经历了从双封面的气势宏大到单封面的
精致聚焦，从给予设计师自由的创意空
间到明确提出意见的“命题作文”……
在这一过程中，社领导和我们一起集思

广益，不断在美观
性与实用性之间寻找最
佳平衡点，力求让每一线
条、每一色彩都精准传达出书
籍的深刻主题与独特韵味。经过
对每一个细节极致的优化与打磨，
最终呈现的封面设计成为吸引读者
的第一道亮丽风景线。进入印制阶
段，为了充分还原绘画作品的丰富色
彩，内文我们选择了 130 克进口超感
纸，并对书稿的每一页都进行了严格的
跟色与监印。在印刷机的轰鸣声中，我
们亲眼见证了那些曾经只是电子文档的
文字与图片，逐渐转化为触手可及的
书籍。那一刻，所有的努力与汗水都
化为了满满的喜悦与成就感。

结语：留时代风华，展自强不息

《百年巾帼》一书，犹如一幅徐徐展
开的壮丽画卷，不仅细腻描绘了新中国女
性美好形象的斑斓图景，更深刻挖掘与揭
示了现代女性身份的多重维度与构建历
程。每一幅画作，都是时光的印记，静静
讲述着新中国女性跨越时代的风华与成
长。她们在画布上留下的不仅是容颜与姿
态，更是自强不息、向往美好生活的坚韧
精神。好的作品在打动他人之前，首先要
打动自己，唯有如此，它们方能激起情感
的共鸣。虽然我们在做书的过程中用尽了
自己的“洪荒之力”，可它在市场上的表
现、后期反响如何，都是我们编辑无法预
测的。2024 年 7 月，我们满怀期待地将

《百年巾帼》 呈现给大家。愿这本沉甸
甸、满载深情的著作，能够成为一面镜
子，映照出新中国女性地位的变迁与艺
术价值的升华；愿它成为一座桥梁，连
接过去与未来，引领我们深入思考文化
传承与女性力量的不朽价值。在未来的
日子里，期待 《百年巾帼》 能够触动更
多人的心灵，激发更多关于女性、艺术
与社会的深刻对话。

（作者单位：江西美术出版社）

绘百年画卷 展巾帼风华
——《百年巾帼：新中国绘画中的女性形象》编辑手记

□朱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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