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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红色海报设计大赛，举行红色

海报优秀作品展，用红色海报装饰电话

亭……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红色海报设计形成热潮。如何用海

报传承红色基因，从红色精神中汲取奋

进力量？如何发挥海报凝心聚力的作

用，更好地服务大众？美术界在实践和

探索中找寻答案。

创新表达方式

海报是传递思想、沟通情感的艺术

形式；海报设计，考验着设计师的艺术

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聚焦党的百年

光辉历程，广大设计师深刻感悟党的初

心使命，以“建党百年”为主题，设计了

一批精品佳作，成为红色海报中亮丽的

风景。

深刻诠释主题是关键。设计师们

深刻理解“建党百年”的精神内涵，以彰

显厚重、凸显伟大为旨归，深入挖掘红

色 文 化 、提 炼 典 型 元 素 、凝 练 艺 术 形

象。比如，有的作品聚焦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谱系，从不同视角、以不同构思

表现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展

现其跨越时空的力量；有的作品聚焦守

初心、担使命，借由中共一大会址、青年

入党以及和平鸽等形象设计，生动表达

砥砺奋进的内涵；有的作品聚焦百年风

华，通过象征等手法，以明亮的色调、充

沛的情感，展现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的蓬

勃力量；有的作品聚焦千秋伟业，通过

展现重大发展成就，表达中国共产党团

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信心。不同的艺术表达，让

红色精神熠熠生辉，充满感召力。

海报要与观者产生心灵共振，除了

具备思想感召力，还必须具备艺术感染

力。庄重、端正、大方，是红色主题海报

的设计风格，也是其创新的难点。不少

作品面貌一新，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设计

师赋予作品新的艺术之思，力求以独特

的创意来表现深刻的主题内涵，让作品

庄重又不失新意。他们出入于传统与

现代之间，或者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汲取营养，或者运用多种设计语言，以

新颖的构思、洗练的形象、简洁的用色，

让作品充满视觉张力和艺术感染力。

如作品《嘹亮赞歌》，军号造型中融入

“100”设计，构思巧妙；作品《心中有党

未来有光》，以高高举起的红色火炬，代

表心中的信仰。红色文化元素通过独

特的设计转化，内涵更加深邃，情感表

达愈发浓烈。

凝聚精神力量

弘扬英烈精神，是红色海报设计中

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彰显英烈的理想

信念，设计师充分发挥海报的艺术特

质，借助老照片或其典型艺术形象，以

独特的形式设计，于图文相生中表达清

晰的语义，充分展现信仰之美。一张张

人物海报，通过线上线下平台，让革命

英烈的事迹再次广泛传播。其传递出

的历史温度、精神力量，引起大众情感

共鸣。

让红色经典深入人心、让红色精神

浸润当下，是红色海报的另一重要实践，

尤以红色经典电影海报设计为代表。

电影海报是电影的艺术名片，是电

影与观众沟通的桥梁。为更好地连接

大众情感，设计师以全新的设计语言表

达红色经典电影的精气神。有的以充

满现代美感的图形构成、色彩搭配、字

体设计、版式编排等，让电影海报焕发

时代活力。如作品《烈火中永生》，江姐

扮演者于蓝在 1965 年电影剧照中的形

象，经过图像处理，既凸显江姐视死如

归的英雄气概，又富现代美感。有的注

重营造故事情境，强化观者视觉和情感

体验。如作品《万水千山》，以微小的深

色人物剪影和高高耸立的皑皑雪山形

成对比，表现了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

征的艰苦卓绝。有的以新的视角观照

红色经典电影的主旨。如作品《雷锋》，

采用象征的艺术手法，以螺丝钉代替人

物形象诠释雷锋精神……一张张新设

计的红色经典电影海报，以不同于原海

报的新面貌，重温历史深处的家国情

怀，砥砺奋进力量。

此外，向公众讲述地方党史故事，

也成为红色海报的设计主题。在上海，

以 500 余个红色电话亭作“展台”，在全

市布置了一 场 生 动 的 党 史 展 ：这 些 电

话 亭 毗 邻红色遗迹，或通过形象再设

计，或通过拨 打 专 线收听红色故事等

方式与大众互动，或通过张贴主题海

报等，生动呈现与其相邻红色遗迹中

的红色故事，向市民讲述这座城市的

红色历史。

随着党史研究不断深入，海报弘扬

红色文化的空间随之拓展，作用也进一

步凸显。

激发时代活力

作为一种宣传画，海报有着鲜明的

时 代 性 。 如 何 进 一 步 激 发 其 时 代 活

力？设计师们在不断探索。

信息时代，人们的阅读方式、接收

信息方式发生了变化。为适应这种变

化，设计师们积极向技术借力，不断创

新表达方式，动态海报便是一种典型形

式。融合了动画、声音等多种元素，动

态海报犹如一部“微动画”，丰富了海报

的视觉表达，让观者在多重体验中产生

情感共鸣。如作品《百年风华》，光影幻

化间，“100”字样不断浮现，强化了喜庆

气氛的表达。动态海报的运用，进一步

拓展了传播空间：既适应网络传播，又

可以借助电子屏等媒介在线下公共空

间实现广泛传播。

图像处理技术的发展开拓了海报

创作空间，但也容易导致设计师过分依

赖设计软件和现有设计资源。为此，在

红色海报设计中，一些设计师重拾手绘

传统，以独特的艺术构思、浓郁的艺术

气息、细腻的情感表达，手绘设计图，营

造出有别于电脑设计的视觉审美，为海

报设计注入新的生机。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

在红色海报系列设计中，以青春创造凝

聚青春共识成为一个重要内容。系列

作品大多出自青年之手，他们在艺术创

作中重温红色记忆、领悟党的初心使

命，强化了责任与担当；同时以青春视

角、青春审美、青春创造，感染更多的青

年 人 。 如 北 京 理 工 大 学 学 生 设 计 的

《2035 奔向未来》，剪纸语言与富有现代

美感的构图相结合，生动表达了祖国在

腾飞的主题。独特的创意与审美，让青

年在学习党史中坚定理想信念，凝聚奋

进伟力。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生设计

的《中央大礼堂》《长征胜利纪念园》《延

安宝塔山》等作品，以年轻人青睐的飘

逸灵动的插画形式，让红色地标与艺术

之美相得益彰。

小海报，大艺术。未来，以艺术创

新展现红色精神，以时代创造服务大

众，美术界还需在红色海报领域进一步

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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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美术，外延正持续拓展，不仅包括绘画、雕

塑等传统艺术门类，也包含摄影、影像、综合材料等新

媒体艺术，还涉及设计、公共艺术、城乡建筑、文化创意

等艺术领域。在作品内涵层面，美术努力彰显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引领价值理念、展示文化魅

力、塑造国家形象。与此同时，与人们的衣食住行密

切相关的美术，更积极回应现实需求，成为具有实际

生产力和推动力的“新动能”，为文化强国建设贡献

力量。

与时代同频共振，是近年来美术创作的强劲引

擎。美术工作者一直保持“在场”与“发声”，以高度的

责任感、娴熟的专业技能和充沛的情感，借助色彩、造

型、影像等讲述中国故事，用精品力作记录时代。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大批美术工作者用创作表达态

度，传递情感，助力抗疫。抗疫主题的优秀美术作品在

网络上广为传播，呈现了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抗疫图

景。这些与现实同步的佳作，给人们带来情感慰藉，传

递激发信心、凝聚人心的精神力量。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推出的大型艺术节目《美术经典中的党史》，成为融

媒传播、“跨界破圈”的典范，进一步彰显美术作品在记

录、表现重大事件方面的优长。

助推乡村文化振兴，是近年来美术界服务社会的

着力点。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艺术助力脱

贫攻坚、艺术与乡村振兴联动等，改变了乡村经济模

式、文化格局与生态面貌。例如，高等院校师生、文化

艺术公益组织纷纷走进乡村，向当地村民、儿童传播美

术知识，帮助其拓展视野，引导他们重新认识手工技

艺，让美术发挥“扶智”的功能。再如，艺术设计助力乡

村建设，改造公共文化空间，为乡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

新的方法与路径。艺术家与村民、村落、自然环境之间

的互动，让文化创意与传统文明相融合，“接地气”的艺

术搭建起个体与群体、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

桥梁。在美化乡村的同时保存千年文脉，赋予乡村建

设个性化表达，激发乡村内生动力，将为“十四五”期间

的“乡村建设行动”提供持续动力。

多维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是近年来美术与科技融

合发展的方向。美术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不仅拓宽了

传统美术的边界和表现形态，促成了美术创作、传播与

消费的一体化，培育出数字美术馆、云展览等文化新业

态，更促进了设计领域的升维。环境设计注重通过城

市公共环境设施建设的现代化推进城市更新，建筑设

计使用新型技术手段提升生态与可持续建筑设计水

平，工业设计服务制造业转型升级能力显著增强，园林

设计通过数字化应用更好发挥生态效益和维护生态平

衡，平面设计凸显创意表达和互动传播……这些都在

相关领域培育出不少新兴经济增长点。美术的特性在

文创领域的应用尤为广泛，因为创意的呈现有赖于设

计师提取关键要素、形成方案、精心研发，设计出高品

质的视觉识别系统，从而增加产品附加值，甚至重塑品

牌形象。美术追求风格、凸显个性的属性，以及激发创

新思维、孵化创意人才的雄厚优势，都有助于促进工业

迭代和服务优化。

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浸润大众审美，是美术通过

美育开启美好生活的无形力量。在万物皆媒的新传播

语境中，美术与生活的边界日渐消弭，“日常生活审美

化”和“审美日常生活化”的趋势愈加凸显。伴随着社

交媒体的快速发展，美术与生活、社会的融合度越来

越高，以多种途径触达个体，并深刻影响大众的审美

观念，以多样化的形态释放新的能量。当打卡博物

馆、美术馆蔚然成风，当手机摄影成为记录、表现、分

享 生 活 美 的 方 式 ，“ 人 人 都 是 艺 术 家 ”正 成 为 现 实 。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些都可以视为社会美育的组成

部分。伴随着文化公园、博物馆、美术馆等公益性艺

术机构的建设，以艺术普及为主、追求均等化的社会

美育，更具广阔性、自发性，从而促进着大众审美素

质的提升。

时代发展对艺术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新使命。

美术不仅承担着“创造美”的功能，更积极主动地适应

时代与社会的需求，深度参与经济社会建设，通过各种

方式和载体把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不断蓄积新动能、创

造新价值。

美术释放

新动能
顾亚奇

▼福建永春写生之三（中国画） 林容生

图①：2035 奔向未来（海报） 刘樱若

图②：嘹亮赞歌（海报） 周梦辉

图③：长征胜利纪念园（海报） 付 予 武梦雪

图④：烈火中永生（海报） 袁 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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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写生之二（中国画） 陈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