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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非

▼涨潮（水彩） 骆献跃

（
一
）
曾
经
的
国
家
扶
贫
开
发
工
作
重
点
县

—
—
湖
南
益
阳
安
化
县
，
盛
产
黑
茶
。
小
小
茶

叶
，
寄
托
着
当
地
人
脱
贫
致
富
的
希
望
。
去
年
，

当
地
黑
茶
销
量
骤
减
，
急
坏
了
不
少
茶
农
。

（
二
）
正
当
大
家
一
筹
莫
展
时
，
安
化
县
县

委
常
委
、
副
县
长
陈
灿
平
有
了
主
意
。
这
位
西

南
民
族
大
学
挂
职
干
部
曾
开
设
过
直
播
账
号
。

于
是
，
他
决
定
借
助
直
播
为
安
化
黑
茶
找
销
路
。

（
三
）
直
播
推
广
安
化
黑
茶
时
，
陈
灿
平
注

重
营
造
欢
快
活
泼
的
气
氛
，
以
及
与
网
友
的
互

动
交
流
，
直
播
间
热
度
不
断
攀
升
，
陈
灿
平
也
成

了
﹃
网
红
﹄
。

（
四
）
直
播
中
，
陈
灿
平
不
仅
为
网
友
科
普

黑
茶
知
识
，
还
讲
授
经
济
学
知
识
、
湖
湘
文
化

等
。
有
时
，
他
干
脆
在
茶
园
或
茶
农
家
里
直
播
，

让
网
友
直
观
了
解
茶
叶
的
生
产
环
境
。

（
五
）
陈
灿
平
主
持
的
三
百
余
场
直
播
，
带

动
本
地
扶
贫
助
农
产
品
网
络
销
售
近
两
亿
元
，

帮
助
近
千
人
脱
贫
。
同
时
，
不
少
安
化
人
也
开

始
尝
试
直
播
带
货
。

（
六
）
这
几
年
，
陈
灿
平
持
续
助
力
安
化
茶

产
业
，
使
其
成
为
当
地
群
众
脱
贫
致
富
的
主
导

产
业
。
伴
随
安
化
黑
茶
离
岸
孵
化
中
心
等
项
目

建
设
，
安
化
县
探
索
出
一
条
信
息
化
扶
贫
助
农

新
路
径
。

▼毕棚沟风景之十（水彩） 陆庆龙

中国美术具有艺术与社会、美与生活相互交融

的文化特性，对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

二者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021 年是我国现代

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我们要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

为根本遵循，紧紧把握时代机遇，回应美术发展的时

代课题，为中国美术从“高原”迈向“高峰”凝聚共识

与合力。

繁荣美术创作
促进新时代美术事业高质量发展

迈入新时代，中国美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表征是

在主题性美术创作和现实题材美术创作上聚焦聚

力。许多创作经验丰富的美术名家自觉带头承担创

作任务，促生了一大批反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

的重大历史题材美术作品和表现新时代中国发展

的现实题材美术作品，讴歌了时代英雄和楷模，展

现了人民群众的崭新精神风貌，绘就了壮阔的时代

画卷。这类作品立意之深、场面之大、造型刻画之

精、形式语言之新，反映出中国美术整体水平呈提升

之势。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历

史节点，中国美术界举办了“聚焦脱贫攻坚、走向小

康生活”系列活动。广大美术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积极走进农村，深入生活，为农民

群众送去优秀美术作品，为美化乡村和新农村建设

提供服务。同时，美术工作者还创作了一大批反映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作品，描绘、记录了这一伟大历

史成就。去年春天以来，全国美术工作者积极投身

“以艺抗疫”的热潮，用艺术助力抗疫，激励斗志，讴

歌伟大抗疫精神，谱写壮丽视觉史诗。这些都是美

术工作者努力站在时代前列的体现。

在新的一年里，美术界要持续加强主题性美术

创作和现实题材美术创作，用美术的方式描绘新时

代、反映新成就，特别要以优秀作品表现和反映建党

百年的光辉历程。浓墨重彩地描绘党的历史、共产

党人的精神谱系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

是美术工作者的时代使命。我们要进一步引导美术

工作者增强历史意识、坚持深入生活，从党史国史中

汲取强大精神力量，从令人感动的生活现场中提取

创作素材，用画笔记录和表现中国社会的新建设、新

气象、新风貌，反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性

成就。

今天，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包括

了对美的艺术作品、美的生活环境、美的生活方式的

向往和期待，因此新时代的美术是一个包含创意、设

计、公共艺术、城乡建筑等在内的“大美术”概念。“大

美术”与人们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对美化生活环

境、提升大众审美素养和文化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美学精神还可助力优化中国研发和中国制造的

产品设计。今天的艺术创新应该着眼于对传统的当

代观照，让传统的思想智慧和审美特性通过现代化

的形式语言、造型手法得以展现，让更多蕴含中国精

神、厚植文化根脉的艺术作品走进大众生活，进一步

提升美术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发挥美术在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深化理论研究
推动中国美术传统实现“两创”

美术创作实践和包括美术批评在内的美术理论

研究，是新时代中国美术发展的两翼。推动中国美

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构具有中国特

色的美术理论话语体系，为当代中国美术立言，是中

国美术界在新一年要承担的重要使命和任务。

中国美术历史悠久，在世界艺坛中占据独特地

位。中国美术之所以能够自成体系、独树一帜，就在

于美术理论比较成熟。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蕴含

着富有民族智慧和东方审美特征的美术思想、研究

方 法 和 语 言 逻 辑 ，形 成 了 独 具 特 色 的 中 国 美 术 传

统。其中，历史研究与理论阐述有机统一的思维特

征，艺术社会功能分析和艺术本体价值品评融会贯

通的话语方式，是中国美术理论的重要特色，也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现。中国美术理论的当代发

展，必须坚守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立场。

新时代加强美术史与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吃

透中国美术传统的精髓要义，建构具有中国特色、时

代特征的美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从而

更好地把握艺术规律、拓展艺术语言，以更多优秀美

术作品反映时代进步与人民心声。我们要用优秀的

中华文化基因，支持当代美术理论评论学术建设，实

现对中国美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

要善于思考和提出当代中国美术理论的重大时代命

题和学术课题，通过重塑当代中国美术的价值标准，

彰显文化自信；我们要聚焦火热的时代生活和与之

相关的创作实践，开展美术评论，使之成为阐释、传

播、推动美术创作的重要载体。美术理论评论理应

洞悉时代精神，彰显时代特色，体现对新时代中国美

术创作的理论观照，充分发挥学术引领作用，为新时

代美术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不同时代与不同文化环境所促生的美术、美术

史与美术理论的面貌各不相同，要“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就要通过自己的语言表述、自己

的形式法则解决自身艺术问题。我们要用中国理论

解读中国实践，使中国美术新的创造通过美术评论

和理论研究产生更大的社会文化意义。

拓宽美育途径
加快创新型与高层次人才培养

“美术教育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塑造美好

心灵具有重要作用。”2020 年底，随着“新文科建设”

的全面启动，全国高等艺术院校聚焦弘扬中华美育

精神的“新艺科”建设，共商新时代艺术学科教育发

展大计，共话新时代艺术学科人才培养。

近年来，中国高等美术教育围绕“立德树人”这

一根本任务，以及培养国家发展需要的新型艺术人

才这一时代课题，开展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一方

面，从学科布局入手，加强绘画、雕塑等既有优势专

业建设，拓展设计学科的涵盖面，设立交叉型的新媒

体、科技艺术专业，推进学科融合，培养学生的创造

力；另一方面，依托深厚学术传统，加快培养国家急

需的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切实提高研究生教育

水平。

新时代艺术人才的培养，要通过融合科学与艺

术的教育，提高其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加快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推动新一代高新技术与各产

业深度融合成为新趋势，这对美术教育也提出了新

要求。一方面，高校要努力探索创新型艺术人才的

培养模式，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乃至教学模式上进

一步锐意改革，体现新时代培养艺术人才的新理念；

另一方面，高校要进一步加强审美教育，在专业教育

中着重树立学生正确的审美观，使其养成健康的审

美情趣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培养青年一代感受美、表

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新的一年，美术工作者既要创作更多精品力作，

也要使优秀作品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把艺术创造

创新和社会美育结合起来，自觉承担创造、阐释与传

播美的文化责任。广大美术工作者还要加强对中华

美育精神的研究、弘扬和实践，使其在美育中发挥主

导作用，满足人民群众对美的新期待、新需求，用高

品质的美术作品和艺术活动服务人民，提升社会审

美趣味，激发社会创新能力，助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建设。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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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壮阔的时代画卷
范迪安

核心阅读

迈入新时代，中国美术发展的

一个重要表征是在主题性美术创作

和现实题材美术创作上聚焦聚力。

我们要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

践，使中国美术新的创造通过美术

评论和理论研究产生更大的社会文

化意义。

新时代艺术人才的培养，要通

过融合科学与艺术的教育，提高其

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