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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艺双馨为目标建设文艺队伍，

才能铸就艺术精品，更好服务社会。近

期，美术界不断夯实思想根基、激发奋进

动力，在以德铸魂、以美育人、以美化人

等方面进行积极实践和探索。

为 进 一 步 营 造 风 清 气 正 的 创 作 生

态 ，近 日 ，中 国 美 术 家 协 会 召 集 在 京 美

术家、理论家、新文艺群体等代表，共议

美 术 工 作 者 职 业 道 德 和 行 风 建 设 。 与

会者紧紧围绕“修身守正 立心铸魂”这

一主题，深刻剖析了美术界当前存在的

问题，警惕怪象乱象向美术界蔓延，警惕

为市场所驱，并从个体自觉、学校教育、

社会引导、艺术评价机制等方面给出意

见建议。

作 为 典 藏 活 化 系 列 展 ，“ 美 在 科 技

——馆藏科技题材美术作品展”日前在

中国美术馆举办。古今中外，艺术与科

学的结晶层出不穷，从宫廷古建到大国

重 器 等 ，无 不 闪 耀 着 科 学 与 艺 术 的 光

芒。为充分展现科学与艺术相通，展览

从重要科技人物、重要科技事件、重大科

技成就 3 个视角，精选出 100 余件相关美

术作品，既有上世纪名家力作，又有当代

新锐探索，生动展现中国科技事业不断

发展壮大的光辉历程，深刻揭示科技、艺

术和创新的关系，深化人们对科学与艺

术的认知。

近日，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新

时代中华美育故事”以大型融媒体直播

的形式开讲。活动借助主题演讲、中央

美院 8 位老教授纪录短片《美育心声》，以

及 4 部反映中央美院师生在乡村重建、主

题创作、关爱盲童和美术教育等方面的

美育故事短片等，生动阐释了美育的丰

富内涵，为如何在中华大地上写好新时

代美育故事提供经验启示。

（画间语）

右图为中国美术馆“美在科技——

馆藏科技题材美术作品展”上的林沛森

中国画《千年圆梦》。

剪纸，是我国劳动人民在

民俗生活中创造、流传、积累、

享用的民间美术形式，历史悠

久，内涵深厚，形式多样。近年

来，在振兴传统工艺的热潮中，

剪纸艺术蓬勃发展，各地竞相

举办有关展览、出版书籍、开设

课程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

这门传统艺术。与此同时，剪

纸艺术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时代

课题——如何以古人之规矩，

开自己之生面？

从生活中汲取养分，是剪

纸艺术茁壮成长的秘诀。剪纸

来自民间，一纸一剪刀，真实记

录着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和理

想 愿 望 。 如 窗 花 、炕 围 花 、墙

花、礼品花、服饰花等，表达着

劳 动 人 民 对 生 活 的 热 爱 与 赞

美。人们在创作剪纸时，不为

凸显作品的贵重珍奇，也不为

炫耀高超技艺，只是将其当作

生活的一部分。这样的态度，

赋予民间剪纸天真质朴的艺术

品格，也成为其创新的根基。

当下，在剪纸创新过程中，

深入体会剪纸艺术的丰富内涵

——对民俗生活的理解、对生

活之美的追求、对思想情感的

寄托，有助于剪纸创作者传承

好这门艺术。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许多创作者拿起剪刀围绕

现实生活展开创作，以作品传

递 温 暖 人 心 的 力 量 ，令 人 感

动 。 为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 ，不 少 创 作 者 聚 焦 红

色 题 材 ，推 出 一 批 剪 纸 新 作 。

还有一些创作者，将小康图景

剪进作品，让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当代生活紧密相连。这些都

激发了剪纸艺术的生长活力。

以意构象、以象寓意，赋予

民间剪纸艺术独特魅力。中国

是剪纸艺术的故乡，不少国外

剪纸都与我国剪纸有着密切的渊源和联系。作为情感表达的

载体，中国传统民间剪纸是意象造型艺术，它既不同于写实的

具象剪纸造型艺术，也区别于现代派剪纸造型艺术。它不受

比例、透视、时空的限制，多采用镂空、简括、夸张、拼连等造型

方法，以及象征、谐音、拟人等表现手法来创作。独树一帜的

语言特征，成为我国民间剪纸的重要“基因”。带着这种“基

因”，剪纸艺术在大江南北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地域面貌，在题

材、内容、风格等方面有了进一步拓展。如今，许多地方深入

挖掘、利用本地民间剪纸特色资源，成立剪纸艺术合作社，不

仅使这门传统工艺“活”起来，还帮助百姓脱贫致富，带动了地

方文化和经济发展，走出一条非遗保护与传承新路径。

剪纸艺术的创新发展，离不开校园、家庭与社会美育。近

年来，文旅部、中国文联等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对剪纸艺术进

校园、进社区的教育扶持，不少大中小学、幼儿园、青少年宫等

开设了剪纸等非遗技艺课，有些老年大学也办起了剪纸培训

班……如火如荼的剪纸艺术教育，正让更多人参与到保护与

传承剪纸艺术中去。

随着时代发展，剪纸在审美领域得到广泛运用，走入当代

生活。在包装设计、平面设计、服装设计等方面，设计者充分

运用剪纸元素，搭起剪纸艺术与现代生活之间的桥梁。地铁

站、机场等公共空间中的剪纸艺术，以新面貌向人们展现着城

乡文化。文创产品、生活用品、旅游纪念品上的剪纸艺术，则

满足了人们将传统文化之美带回家的精神需求。特别是一些

以新形式呈现新内容的现代剪纸动画，吸引不少年轻人关注，

获得广泛传播。充分用好新平台、新媒介，在保留传统基因的

同时，不断更新剪纸艺术的内容与形式，有助于“剪”出一片更

广阔的天地。

当前，剪纸艺术正通过不同方式“热”起来，但也面临一些

新挑战。比如，有的创作者为了创新，一味模仿国外绘画化、

机器化、商品化的剪纸，只追求形式上的现代性和新鲜劲；有

的教育机构缺乏民间剪纸正规专业教材，相关教师专业素养

参差不齐；有些地方在推动剪纸艺术走产业化道路时，把经济

效益置于社会效益之前，难以保障剪纸的艺术水平……这些

问题都需要我们积极正视、冷静思考，在创作实践中立足传

统，探索解决之道，剪出纸间新意。

于传统中探索总结剪纸艺术规律、思想内涵，立足现代生

活进行守正创新，是值得剪纸创作者不断追求的方向和目标。

（作者为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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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展厅，漫步城市公共空间，漫步革

命纪念园和纪念馆，红色雕塑，吸引着公众

的目光。近年来，随着革命文化研究与传

播持续深入，红色雕塑再掀创作热潮，以丰

富的元素拓展艺术意境，以浓郁的时代气

息激活城市空间，成为镌刻红色信仰、弘扬

红色精神的重要载体。

主题创作
传承红色精神

相较于平面创作，充满立体感和空间

感的雕塑更具打动人心的力量。为让人们

深刻体悟党的初心使命，雕塑家们继承雕

形塑魂的传统，纷纷用刻刀深情礼赞党的

百年伟业。在国家级美术创作工程、各省

（市）组织的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等大型创

作中，一批以架上为主的红色雕塑新作，以

多元的艺术表达、鲜明的个人风格，生动传

承红色精神。

鲜活的人像塑造，让观众在与人物对

话中读懂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念。作品或

聚焦革命前辈，像李象群的《历史的抉择》，

以单体立像的塑造方式，突出老一辈革命

家崇高、豁达的精神风貌，彰显其革命豪

情；或聚焦当代英雄，像何鄂的《山河》，以

群像的塑造方式，表现了新时代卫国戍边

官兵的英雄精神；或聚焦先锋模范，像李迅

的《优秀干部——杨善洲》，在朴实塑造中

展现平凡与伟大……跨时空、多面向的形

象塑造，既凸显榜样的力量，又展现了精神

的传承。

宏阔的历史叙事，让观众在视觉阅读

中铭刻时代记忆、产生情感共鸣。从表现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五卅运动、古田会

议、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等重大历史事

件或广为人知的革命故事，到表现军民鱼

水情、民族团结、脱贫攻坚、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等新时代故事，一件件红色雕塑新作，

以整合统一的群像塑造、充满张力的视觉

表达，将党的百年峥嵘岁月中一个个催人

奋进的故事展现出来。

还有一些作品，跳出具体的人物和事

件，立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凸显精神

凝聚。如杨小波的《传承》、石村的《长城

魂》等作品，皆是以象征性的形象塑造，弘

扬革命传统，凝聚起精神力量。

为充分调动公众情感，雕塑家们不断

创新表达方式。有的作品，运用玻璃钢、树

脂等新介质，拓展审美意境；有的作品，通

过写实与写意相结合实现以形写神，增强

艺术表现力；有的作品，借助红色符号传递

精神内涵……新的红色雕塑，在实现民族

审美与民族精神共振上不断开拓。

以崇高之美
镌刻永恒记忆

精神的光芒，在纪念性雕塑中更加耀

眼。从展厅走向纪念空间，红色雕塑的创

作尺度和创作向度也发生着相应变化。

纪念性雕塑是一种特别的公共艺术，

起 到 镌 刻 集 体 记 忆 、彰 显 不 朽 精 神 的 作

用。近年来，随着确立烈士纪念日、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等，革

命纪念园、纪念馆不断建立，越来越多的纪

念性雕塑走进公共空间，以艺术之美缅怀

英雄烈士、实现精神建构。

纪念重要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是纪

念 性 雕 塑 创 作 的 传 统 。 一 些 新 纪 念 性 雕

塑，通过表现更多英雄人物或重大历史事

件，进一步丰富人们的历史记忆。在 2019
年广西桂林落成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

园，参观者络绎不绝。纪念林区中长 80 米、

高 7 米的雕塑“红军魂”，艺术化地再现了

“湘江战役”这段历史，细腻的人物表现、极

具震撼力和感染力的画面，拉近了观众与

历史的距离。今年在上海落成的消防烈士

纪念园中，观众可以通过形似老式消防瞭

望塔的消防烈士纪念碑，深刻体悟消防员

“救民于水火，助民于危难”的担当。此外，

还有一些新纪念性雕塑，以宏阔视野展现

百年历程，表现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彰 显 不 朽 精 神 ，是 纪 念 性 雕 塑 的 灵

魂。回望历史，人民英雄纪念碑、河北唐山

大钊公园的《李大钊像》等，皆以巨大的体

量感、庄严肃穆的审美，创造了纪念性雕塑

的经典范式。在经典滋养下，新时代的雕

塑家在凸显庄严肃穆的基础上，根据纪念

需要不断创新表达。像雕塑“红军魂”，运

用大写意手法让英烈人物形象融于大山大

石之中，铮铮铁骨般的形象塑造很好契合

了园区“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

碑”的营造美学。远远望去，蓝天绿树掩映

下，雕塑愈显巍峨、坚毅。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一

座座纪念性雕塑，犹如精神的火炬，不仅照

见历史，更照亮未来，以崇高之美滋养人们

的心灵。

融入公共空间
彰显城市风貌

红 色 雕 塑 还 在 向 广 阔 的 城 市 空 间 拓

展，融入城市建设，彰显城市风貌。

当下，在城市建设中，越来越多的城市

注重表现红色精神，在广场、主干道、公

园等公共空间中安置红色雕塑，建构起

红色空间、精神场域，诞生了很多红色新

地标。2017 年，“英雄城”南昌在红谷滩新

区建立了“建军雕塑广场”，1 组“军旗升起”

主雕和 8 组群雕生动展现了八一南昌起义

的伟大壮举，反映了人民军队近百年来的

光辉历程，成为该市又一个经典文化符号。

身处公共空间，红色雕塑首先要融入

城市环境。为此，创作者注重让作品与周

边环境形成有效对话。如“建军雕塑广场”

临江而建，不仅以椭圆形的设计在视觉上

与赣江融为一体，增强了广场开阔的气势，

更与八一起义纪念馆、八一起义纪念塔遥

相 呼 应 ，共 同 讲 述 着 这 座 城 市 的 英 雄 故

事。同时，创作者还注重让作品对自然环

境与历史情境进行双重观照。如延安市中

心凤凰广场上的雕塑《中共中央机关进驻

延安》，与背景凤凰山相呼应的主体火炬造

型，以及表现各界人士欢迎中共中央进驻

延安热烈场面的人物群雕，充满历史厚度

与环境艺术美感。

面向公众，红色雕塑还要具备独特的

文化内涵。对此，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广

场上的群雕“千帆竞渡”提供了启示。6 组、

49 根高度不一的“风帆”，以抽象形式和符

号化语言让作品充满现代美感，成为南京

现代城市建设的一部分；“主桅杆”的高度

设计和向江面倾斜的整体造型，不仅寓意

渡江战役打响时间，还增强了作品的力度

和动感，展现出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豪迈气

势。直柱状的造型，更象征着坚强向上、不

屈不挠的精神，鼓舞着人们砥砺奋进。

当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在

大力推进，红色雕塑创作将迎来更

广阔的发展空间。深植红色文化，

深度观照历史与未来，红色雕塑将

会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光荣传统

中书写新的视觉史诗。

版式设计：蔡华伟

用生动形象凝铸向上力量
吴艳丽

红色雕塑—

▲▲渡江胜利纪念馆广场上的群雕渡江胜利纪念馆广场上的群雕

““千帆竞渡千帆竞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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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艺术宫藏高金爱剪纸《鱼戏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