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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房子新生活
杨宏富

▼盛夏荷塘（版画） 贺 昆▼龟兹西川水（油画） 唐小禾

（
六
）
村
庄
变
了
，
人
的
思
想
观
念
也
更
新

了
。
从
过
去
比
谁
家
孩
子
多
，
到
现
在
比
谁
家
孩

子
读
书
好
，
重
视
教
育
在
村
里
蔚
然
成
风
。
三
河

村
村
民
的
日
子
越
来
越
红
火
。

（
一
）
我
叫
吉
好
也
求
，
是
四
川
省
凉
山
彝
族

自
治
州
昭
觉
县
三
河
村
的
村
民
。
早
前
，
我
们
一

家
七
口
一
直
住
在
黄
土
垒
起
来
的
土
坯
房
里
。

多
亏
了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工
程
，
改
变
了
我
们
的

生
活
！

（
二
）
前
年
春
节
，
我
们
搬
进
了
一
百
平
方
米

的
新
房
—
—
房
屋
宽
敞
明
亮
，
有
单
独
的
厨
房
和

洗
手
间
。
这
样
的
安
置
点
，
我
们
村
有
九
个
。
新

年
换
新
房
，
大
伙
儿
别
提
多
高
兴
啦
！

（
三
）
新
家
开
启
新
生
活
。
我
每
天
起
早
贪

黑
，
干
劲
更
足
了
：
在
村
集
体
经
济
项
目
里
打

工
，
自
己
种
土
豆
、
养
牲
畜
，
在
新
家
开
办
村
里
第

一
个
小
卖
部
…
…
一
年
下
来
，
收
入
比
之
前
翻
了

好
几
番
。

（
四
）
其
他
村
民
的
腰
包
也
都
鼓
了
起
来
。
养

殖
蜜
蜂
、
牛
、
鸡
等
，
种
植
中
药
材
、
经
济
果
林
、
花

椒
等
，
村
里
逐
渐
走
出
一
条
﹃
种
养
循
环
﹄
的
发
展

路
子
。
家
家
过
上
新
生
活
，
人
人
有
了
新
梦
想
。

（
五
）
如
今
，
海
拔
两
千
五
百
多
米
的
山
梁
上
，

乡
乡
通
油
路
、
村
村
通
硬
化
路
，
汽
车
终
于
开
到
了

家
门
口
。
建
设
村
史
馆
，
发
展
乡
村
旅
游
…
…
在

村
两
委
的
带
领
下
，
三
河
村
正
谋
划
乡
村
振
兴
新

蓝
图
。

▼

五
﹃
福
﹄
云
上
直
播
（
插
画
）

刘

柳

▶
盛
世
渔
歌
（
新
年
画
）

赵
庆
玲

◀

老
师
来
啦
（
农
民
画
）

徐
洪
霞

进入腊月，过年的喜庆氛围愈发浓

厚。2021 年的这个春节，必定满溢小康

路上的幸福味道。如何记录中华大地上

动人的小康图景？如何结合传统节日，

做好美育工作，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如

何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

神力量相统一？2020 年 11 月，中共中央

宣传部文艺局、中央文明办一局、文化和

旅游部公共服务司、中国美术家协会共

同启动“新生活·新风尚·新年画”——我

们的小康生活主题美术创作征集展示活

动，鼓励人民群众拿起画笔描绘新生活，

号召专业美术工作者深入基层感受新变

化，为以年画为代表的民间美术注入新

的时代内涵、时代情感、时代审美特征，

使其焕发活力。活动在全国各地引发积

极反响，广大群众广泛参与，目前已完成

作品征集和评审，春节期间将在北京等

地集中展示。征集到的作品以深入生

活的视角、真情实感的表达与丰富多元

的艺术手法，展开一幅小康生活的美好

画卷。

赞美新生活

民间美术是人民群众在广阔的生活

舞台上创造出的独特艺术形式，只有使

其回到人民群众中，回到日常生活里，才

能拥有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

据本次活动的承办单位文化和旅游

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主任白雪华介

绍，此次活动以“我们的小康生活”为主

题，正是希望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

创造热情和创新活力，挖掘新生活、新风

尚、新年画的“新”寓意。

为充分反映全国各地人民群众过上

小康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活

动通过各文化和旅游厅局、中国美术家

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手艺网

等多种渠道广泛征集作品，既吸引了长

期开展传统年画创作的民间文化能人、

非遗传承人、群众文化工作者参与，也调

动了艺术院校师生、专业画家、设计师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许多老百姓主动用画

笔记录自己的幸福生活，抒发真挚心声；

许多专业美术工作者深入生活，用画笔

捕捉时代脉动、反映时代变化，涌现出一

大批优秀民间美术作品。

因为真实，所以生动。作品中，火热

的小康生活图景随处可见，老百姓满满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扑面而来，像

《载舞欢歌颂盛世》《金山银山乐小康》等

作品，饱含浓浓的生活味儿和鲜活的感

染力。此外，脱贫攻坚题材也成为作品

的主要表现主题，有描绘扶贫故事的《乡

村书记扶贫记》，有讴歌勤劳美德的《鸭

肥鱼丰》，有展现丰收喜庆图景的《盛世

渔歌》等等。这些作品以鲜明的时代特

征，进一步丰富了创作面貌，赋予民间美

术崭新的时代内涵。还有许多创作者聚

焦家和人美带来的幸福感，将和睦安康

的家庭生活作为主要表现对象，比如，

《其乐融融》以全家围坐共享年夜饭的场

景，传递出节日里的暖意融融。

不少群众在创作中满足了文化需

求，增强了精神力量，也用作品为新时代

的美好生活留下了生动的视觉图像。许

多专业美术工作者在现实观照中找到新

灵感，对传统民间美术有了新认识，为传

统民间美术重新融入生活，实现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注入新动力。

倡导新风尚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美术是做好美

育工作、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

抓手。鼓励美术工作者深入农村、培育

挖掘乡土美术人才、将优秀美术作品送

下乡，能够满足农村群众文化需求，发挥

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作用。

伴随农村文化事业和产业发展，植

根乡土大地的农民画，成为越来越多普

通劳动者的业余爱好，同时作为展示现

代农村发展与乡土文化的窗口，发挥着

日益重要的作用。此次活动中，许多农

民画创作者自发拿起画笔，绘就一批富

有乡土特色、展现时代风尚、充满正能量

的新作。同样，很多传统年画创作者也

被调动起来。基层年画创作者、此次活

动的参与者赵玉海表示：“我所知道的一

些老年画作者以及他们的传承人，纷纷

重新雕版，进行年画创作。这次活动是

我们年画从业者的一次盛会。”只有农民

文化生活内涵更加丰富，农民精神风貌

不断改善，美丽乡村的文化味儿才能愈

发浓厚。

时代新风尚，成为创作者喜爱表现

的主题。教育、文化、医疗等公共服务新

变化，垃圾分类、光盘行动等社会新号

召，创意赋能传统等国潮新时尚，直播带

货、扫码支付等网络新经济……都在作

品中有所呈现。如《青春梦》通过描绘由

8 位 老 奶 奶 组 成 的 腰 鼓 队 的“ 青 春 ”风

采，展现全民健身潮流。《老师来啦》通过

刻画孩子们开心上学的场面，呈现出乡

村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美好图景。《五

“福”云上直播》通过表现 5G、直播等，聚

焦数字科技对智慧生活的推动作用。人

民群众在美术创作中自我表现、自我教

育、自我服务，既彰显群众文化新活力，

也凝聚农村文化建设的新力量。

为进一步倡导时代新风尚，使优秀

民间美术作品发挥更广泛的美育作用，

此次活动还将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围绕作品进行互动展示。在线上，观

众可以通过国家公共文化云等平台，了

解参展作品、创作故事、年画知识，参与

互动答题活动。在线下，主办方将在北

京举办主题展览；在全国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组织集中展示；在各地开展重点

巡展。同时，江苏苏州、天津杨柳青、山

东潍坊、河南开封、河北武强、四川绵竹

等传统年画产地，将在春节期间同期开

展惠民联动展示。此外，主办方还遴选

部分作品印制了年历、春联等文化衍生

品，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基层文化

馆站等渠道，赠送给基层群众。多种文

化惠民活动为小康生活增色，为精神文

明建设添彩。

推动新创作

征集到的作品中，木版年画、新年

画、农民画以及具有年画元素的插画创

意设计作品不一而足，它们同台亮相，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间美术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的创作趋势与多元面貌。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原博认

为，从作品中可以看到，很多作者在创意

构思和艺术表现上，显示出观照生活、理

解传统的崭新视角。比如，创意设计年

画《年年高——月份牌斗方》《新年——

直上青云》《吉庆》等作品，以活泼的设计

语言，对传统文化元素进行了巧妙转化。

此外，据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

事怀念介绍，活动团队还运用年画中的

形象及其寓意，制作时下流行的表情包，

吸引年轻观众了解、热爱，进而学习、传

承、创新传统年画。同时，团队还将根据

传统年画中的吉祥元素开发设计贴近生

活的文创产品，让年画以不同形式重回

百姓生活。这些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

面向新时代、新受众、新需求，当代民间

美术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正努力开拓新

的发展空间。

这无疑是展现新时代传统节日新气

象，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民间美术实现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有益实践。在

此次活动中，以年画为代表的民间美术

成为记录小康生活、振兴传统节日的艺

术载体，吸引了更广泛的参与者，丰富了

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但就征集到

的作品本身而言，在题材、艺术形式等方

面还存在一些不平衡，比如，具体创作多

围绕乡村生活展开，对城市生活的表现

较 少 ；传 统 木 版 年 画 的 创 作 有 待 加 强

等。这些问题反映出民间美术仍需进一

步扩大创作视野，进一步融入时代生活。

以艺术的方式连接千家万户，提升

文明素养，推进文明创建，弘扬时代新

风，让我们的节日凝聚最大“向心力”，绘

就最大“同心圆”，让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汇聚成不懈奋斗的精神力量，正是此次

活动的意义所在。

版式设计：赵偲汝

描绘小康生活的美好画卷
——“新生活·新风尚·新年画”——我们的小康生活主题美术创作征集展示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马苏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走遍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先后深入河北阜平县骆驼湾村和顾

家 台 村 等 24 个 贫 困 村 调 研 指 导 。

如今，这些村寨发生了巨大变化。

本栏目特推出“心声篇”，透过普通

百姓视角，展现乡土大地上令人欣

喜的新变化、新气象、新憧憬。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