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52雅昌文苑

“我是在厂区长大的，对工厂有深厚的

感情，对渐渐淡出人们视线的工厂，有一种深

深的眷恋，带有几分伤感，几分留恋。创作这

些画，是一种对记忆的执著。”—唐华伟

看他大工厂系列画，很震撼，太宏伟了！

大场景画面，深邃的空间，像一个昏暗的历史

隧道，棕色和黑白色，营造一种似是而非的朦

胧。深深的俯纵感又使人视觉受到重重的敲击。

巨大、高耸的烟囱，海浪一样的白烟，交错的

铁栏杆、乌黑的煤山等，截取了大工厂的典型

场景。但是，在雄壮、粗厉、苍劲的外表深处，

透着激荡、悲壮和眷恋。

大工厂，曾经是新中国的希望，满载着国

人的梦想。曾经有多少人为之奋斗，流汗、流

泪、流血、甚至奉献出宝贵的生命，也在所不

辞。因为那是一个饱受欺辱的民族崛起的希望，

表达了积贫积弱的民族洗刷耻辱的决心。

毛泽东说过，他希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放眼望去，四周是一片工厂的烟囱他的话代表

了那时候中国领导人的雄心和梦想。可以想象，

毛泽东对工业寄托的厚望和对新中国迅速崛起

的心是多么的急切。其实，对中国工业化、现

代化心情急切的不只是毛泽东这一代人，也是

鸦片战争之后几代革命家和学者们的梦想，因

为在当时，既有欧美的示范作用，“第三世界

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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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和文化被西方用‘现代性’的标尺去衡

量……‘过去’总是要追赶西方标准的‘现代’，

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第三世界的未来。”又

有我们工业落后挨打的惨痛教训。因此就不难

理解，当时为什么人们不顾文辞的雅驯，用穷

极华丽的辞藻去形容工业化了。当时有首歌“牛

羊肥壮驼铃响，远方的工厂冒青烟”，现在都

知道，“工厂冒青烟”是重度污染，但在当时

人们看来，是多么令人欣喜的一件事。我们也

可以从“赶英超美”等口号，“大跃进”等运

动中清楚看到，中国至上而下，绝大多数人沉

浸于梦想的激情和行动的狂欢之中。

“工人是先锋队，是领导者”口号更加强

了工人的自豪感。工人们的生活充满史诗般的

崇高和激情，目标就是要实现中国“现代化”。

在人们的观念里面，“工业化”和“现代化”

是等同的，只要全面“工业化”，就实现“现

代化”了。

可是，“文革”过去，偶像轰然倒塌，

时代主题转换，人们乌托邦梦想破灭了。从

极权主义走出来的人们，开始反思。特别是

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和关于真理标准的大

讨论，解放了思想，人们从英雄颂歌时代回

到了平凡世界。

1979 年 11 月 26 日，邓小平提出“社会

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著名论断。接着，

承包经营责任制和租赁经营的施行，改革国家

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施行利改税，国有企业行

业化控股组织等有力措施。之后，经济的狂潮

席卷了全中国。个体经济和外企的介入，形成

激烈的竞争趋势。管理的改革、技术的更新，

不但国营经济不再独占鳌头，而且老工业基地

“船大掉头难”，陷入了困境。

在历史的大浪潮冲击下，昔日辉煌的大工

厂时代，渐渐在人们的视线中模糊。许多老工

厂渐渐成为让人凭吊的“遗址”。“遗址”，

给人的情感很复杂，对于后来人，是一种“废

墟的美”，因为其蕴含有丰富的历史信息，激

发人的想象，无论是柔情还是惆怅。但对于置

身于其中，眼看着自己曾经为它自豪、曾经寄

托着梦想，为其付出青春和汗水的大工厂从辉

煌走向衰落的人来说，那种情感会复杂得多。

曾经冠以国家主人翁的工人们，像上帝的

选民一样，享受着自豪和荣耀—哪怕是虚幻

的。无奈，时代变迁，让人感到恍如隔世，到

不得不告别曾经给予他们光荣和梦想的大工厂

时，人们是多么的依恋，曾经的它和自己，代

表一个民族的先进生产力，是民族崛起的希望，

现在遭遇的却是工人的下岗和工厂的废弃。往

日的光荣和梦想，青春和汗水，荣耀和激情，

随落日慢慢沉入苍茫。围起高墙的工厂曾经是

他们地位的象征，呵护着他们的事业和梦想，

如今，却成了隔绝和落后的标志。

一切都快要消逝。曾经热火朝天的劳动场

面和弥漫的烟，即将远去。工人阶级的领导地

位已经旁落到新兴阶层手里，新兴阶层享受着

特权，谋得改革开放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行

使着政治、舆论特权，并尽力巩固既得利益，

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受到压抑，而工人阶级被日

益边缘化，使得他们之间的矛盾日益公开化。

这样的巨大落差，给工厂平添一份感伤的情绪。

大工厂曾作为那个时代进步的象征物，也

不知道潜藏在多少人的记忆里，已经成为一个

时代和几代人特殊的“风景线”。巨大的画面，

纵深的工厂大场面或放大仰望的烟囱，给人强

烈的视觉冲击力。黑白灰棕的主色调，弥漫的

白烟，营造的特殊气氛，朦胧传达出一种依恋、

感伤和惜别之情。风景如同沉重的钟声，很响

亮，但融在暮色中，显出欲去又回的情绪。灰

暗的气氛似乎暗示这一切已是落日余晖。淡淡

的惆怅和惜别之情，在暗暗流动，似乎是在无

奈中诉说昨日的辉煌。工厂的的雄伟、深厚的

历史感和深邃高耸的画面空间，朦胧地表达出

现代人在大变革中不适、迷惘和失落。因为对

于解放后的整整几代人来说，对“现代化”本

身的记忆，不仅仅是对工业的追忆，也是对那

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们，包括自己和自己的

经历与情感的回望。画家对记忆的追叙，也是

对一个渐渐逝去的时代的挥别和思考。

具体地看，（大烟囱那幅）巨大的烟囱，

遮住了大半个天空，显示一种常人难以支配

的力量，似乎正在接受历史的审判，而这种

毁灭本身，具有崇高感和悲壮感。（透视具

纵深感得那两幅）画家用笔流畅，有的地方

色彩流淌，用以表现历经岁月侵袭的斑驳和

锈色，工厂生产时熏黑的沉重而自然存在状

态，大工厂沉重的历史感和钢铁结构、高耸

的烟囱、笔直的马路所呈现出来的量感。笔

直的线条，斑驳、沉着的色调、纵深的视觉

空间，引人沿一个深不可测的视觉方向往下

追溯，把观者的视角本身，也纳入历史，成

为历史的一站—似乎是我们也走在途中，

回望历史。当我们愈走愈远，远方的风景也

在视线中坠入苍茫。一种回望的惆怅和依恋，

犹如牧笛悠扬而渺远。虽然画面上没有人的

形象出现，但可以看到对景物的依恋后面是

对一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一批人的追忆。

画面营造的气氛，既有现场感，又似乎走

不进去，表明一个时代的的语境已经远去—

近年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语境的转换，必

然带来中心的转换，曾经的中心已沦为边缘。

大工厂只能是那个时代的通行证和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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