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伴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身边的幸福家园，

成为激发美术工作者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创作

主题，他们将鲜明的时代精神融入对美好生活

的描绘、对家国情怀的书写，一批优秀作品应

运而生。

紧随时代发展
绘就小康新画卷

翻开中国美术史，不少古代画家通过表现

理想中的世界，表达对富裕生活的憧憬。如

今，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美术

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感受时代变化，创

作出与古代绘画意境截然不同的全面小康画

卷。作品中展现的是前人未曾领略的、真切感

人的现实生活。

一些作品采用全景视角，表现充满活力的

全面小康社会。比如，管建新和管建林创作的

油画《民生建设——暖心千万家》，采用三联画

的构图：右侧通过描绘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表

现幼有所育；左侧通过勾勒当代青年人的工作

和生活，彰显国家发展的青春朝气；中间画面

则通过刻画老人丰富多彩的晚年生活，体现老

有所养、老有所乐。整幅作品记录下民生建设

中的暖心变化，也反映出百姓幸福指数的持续

上涨。

更多美术工作者选择从富有表现力的题

材入手，着重展现幸福家园的某个侧面。譬

如，李传真中国画《夕阳欢歌》聚焦养老院老人

们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作品以暖色为主调，

营造出温暖的氛围，极具装饰性的平面化背

景，突出了引吭高歌的老人们专注而投入的神

情，以及洋溢在他们脸上的幸福与欢乐。陈树

中油画《俱欢颜·安居》则以“住有所居”为主

题，表现了人们即将搬入新居、开启新生活的

喜悦，展现出人们生活品质和生活环境的不断

改善。

在与时代同行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更加凸显，现实主义创作走向深入。美术

工作者于平凡生活中捕捉创作灵感，于社会进

步中积累艺术养分，深刻提炼生活、生动表达

生活、全景展现生活，为主题性美术创作提供

了新范例。

丰富艺术语言
记录红火的日子

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我国人民生活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时代的参与者和

见证者，美术工作者在享受美好生活的同时，

也不断创新艺术语言，用画笔记录越来越红火

的日子。

一些美术工作者以与众不同的表现视角，

带给观众新颖的视觉体验。比如，赵晓东油画

《幸 福 的 菜 篮 子》聚 焦 便 民 利 民 的 菜 篮 子 工

程。创作者选取工程中最具典型性的 3 组画

面进行组合：一组表现菜农丰收的喜悦；一组

表现市场摊贩搬运蔬果的辛劳；一组表现顾客

在市场挑选蔬果的快乐。作品以写实的手法、

对不同时空的刻画，再现了日常生活中的平凡

时刻，生动自然地展现出不同人物的精神风

貌，于细微处见温暖。王晓伟油画《春至山乡》

则表现了城市医疗队来到山区为村民出诊的

场景。作品在以三角形构图增加画面稳定感

的同时，进一步突出了画面主体。对不同医

疗场景的描绘，显示出创作者独特的观察视

角。医护人员与村民脸上灿烂的笑容，使作

品充满温馨的气氛。

一些美术工作者用特色鲜明的艺术语言，

表达对幸福家园的切身感受。张琳、杨可共同

创作的中国画《放飞梦想》以红色为主调，营造

出祥和欢腾的喜庆氛围。画面中部，和谐美满

的家庭场景展现出百姓的幸福生活；各行各业

的劳动者欢聚一堂，抒发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画面右侧，智能无人机替代了传统孔明灯，载

着人们的梦想缓缓上升，更具时代感。

在对幸福家园的表现中，美术工作者的创

新创造热情得到激发，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

的优秀作品越来越多，展现出绚丽多姿的全面

小康图景。

凝聚精神力量
展现文明新气象

幸福家园，不只意味着人们在物质上富了

起来，更意味着其在精神上强了起来。王子锟

中国画《育新人》、于小冬油画《教师的阳光》等

作品，都围绕儿童教育展开，着力展现丰富的

精神生活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

其中，《教师的阳光》表现了山区孩子们上课的

场景。教室中，明媚的阳光透过窗户，照亮孩

子们渴求知识的稚嫩脸庞。在这里，阳光显然

也象征着知识对人的心灵的启迪作用，赋予作

品悠长的意蕴。

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少美术

工作者以画笔表现传统文化走入当代生活的

新变化。比如，张元稼油画《秦腔人生》以秦腔

为主题，以窑洞为背景，表现了演出开始前演

员们在后台认真排练的场景，别具特色的服饰

和扮相，展现了这个深受西北人民喜爱的剧种

的魅力。一笔一画之中，传统文化的活力更加

凸显，人们的生活更加多彩。

跳广场舞、学太极拳、跑马拉松……全民

健身活动的广泛开展，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的精

神文化生活。一些美术工作者从身边的群众

健身活动中找到创作灵感，推出一批接地气、

有生气的优秀作品。像李宏钧中国画《全民健

身 律动中国》，将男女老少的日常锻炼活动绘

入画中，并从传统壁画、汉画像砖以及岩画中

汲取养分，丰富画面表现，拓展了作品的深度

与广度，表现出全民健身的蓬勃发展。

艺术需要人民，人民也需要艺术。美术工

作者的重要使命是以美育人、以美化人。如何

以 符 合 时 代 要 求 的 优 秀 美 术 作 品 为 人 民 服

务？画家何红舟总结自己多次参加主题性创

作的经验时认为，对主题内涵的深入理解是创

作的关键，在此基础上展开对人物形象的塑

造，并经过不断推敲打磨，才能使作品深入人

心。对于进行幸福家园主题创作的美术工作

者来说，这样的创作经验值得借鉴。

深入体会时代精神，不断从身边生活中寻

找打动画家自己的人和事，美术作品才能感动

观众。同时，深刻感人的内容也需要用精湛的

技艺、完美的形式加以诠释，美术工作者能否

锤炼好表现手段，是艺术创作成功与否的关

键。期待更多反映人民心愿、心情、心声，又富

有新意的优秀美术作品不断涌现。

（作者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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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描绘幸福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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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为 一 个 留 学 生 ，坐 在

国外的地铁上看这个，本来忍

住了，但看到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 那 里 眼 泪 就 出 来 了 。 表 白

祖国妈妈一百遍！”在条漫《百

年图鉴》评论区，一条简短的留

言，引发许多网友共鸣。流畅

的叙事、富有冲击力的视觉效

果、适应智能手机屏幕的长条

式画面，使《百年图鉴》简洁而

艺术地展现了党的百年光辉历

程 。 以 创 意 条 漫 讲 述 生 动 故

事，正成为网络美术发展中的

新趋势。

条漫，是近些年网络中出

现的一种新漫画形态，常见于

微 博 、微 信 、移 动 客 户 端 等 平

台。相较于刊载在杂志、图书

等纸质媒介上的传统漫画，类

似卷轴式中国画的条漫，没有

明确的框格，突破书页形状、篇

幅长度的限制，赋予漫画师更

自由的创作空间，也更符合手

机阅读习惯。纵向的内容排列

方式，令读者只需上下滑动屏

幕即可阅读。从黑白向彩色的

转变，更为条漫增添了不少吸

引力。

最初，条漫大多聚焦爱情、

校园、职场等题材，在漫画爱好

者圈内小范围传播。随着自媒

体的兴起以及受众类型的多样

化发展，一些创作者开始在微

信公众号等平台借助条漫开展

趣味科普，开拓知识传播新渠

道。诙谐幽默的叙事手法、图

美文精的表达方式，不仅让科

学知识更加通俗易懂，还满足

了人们利用碎片化时间开“卷”

知新的需求。如中国科学院国

家天文台推出的“图说天文”系

列条漫，在对“嫦娥五号”“天问

一号”等重大工程的生动解读

中，回应了人们对宇宙星空的

好奇，展现出大国逐梦的坚实

步履，激发了广大网友的爱国

情怀。条漫，不再是供人们消

遣娱乐的读物，更在表现重大

主题、深刻内涵等方面显示出

旺盛活力。

不少主流媒体也推出创意条漫，将国家发展中那些令人

热泪盈眶的感动时刻、振奋人心的伟大成就一一浓缩于“移动

画卷”，凝聚起砥砺奋进的力量。比如，人民日报先后推出《中

国抗疫图鉴》《中国脱贫攻坚图鉴》《中国军团东京奥运图鉴》

等，以画笔提炼、表现典型人物和感人故事的精神内核，传递

正能量，实现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传播效果。在诸如此

类的创意策划中，条漫综合展现出连环画的叙事优势、传统漫

画生动直观的语言优势，以较短的创作周期，与影视、动画相

似的分镜方式，更迅速地反映社会热点。在瞬息万变的互联

网中，较高的时效性、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和情绪带动力，使条

漫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

尽管条漫的画幅被固定为长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只

有一种呈现或打开方式。有的创作者充分利用竖屏滑动阅读

的特点，营造出线性时空，使读者能够在艺术织构的故事空间

中享受沉浸式体验。像央视新闻策划的《一张长图带你攀登

“地球之巅”》，从海拔 5200 米的珠峰大本营切入故事，读者滑

动屏幕，便可“跟随”身着红色队服的中国 2020 珠峰高程测量

登山队，一起“攀登”珠峰。“一镜到底”的手绘画卷，赋予读者

强烈的代入感，也点燃人们向勇者致敬、为中国加油的热情。

这种富有影视艺术特点、蕴含丰富信息的创作手法，为条漫创

作带来一股新风。

随着音频、动画等多媒体以及 AR（增强现实）、VR（虚拟

现实）等技术的引入，条漫不再是纯静态视觉艺术。以多元感

官体验助力讲好中国故事，成为条漫创作者努力的方向。在

湖北日报推出的动态条漫《沙砾》中，读者不仅可以阅读“80
后”扶贫干部谢睿尽职担当的感人事迹，还可以点击图标聆听

谢睿父亲、同事、帮扶对象等人的音频讲述。多种表现手段共

同还原出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精神风采，不少读者留言

“看哭了”。类似评论与弹幕的出现，也显示出条漫的互动

性。读者可以随时写下自己的阅读感受，也可以对作品提出

不同意见建议，并与作者进行交流。知识、观点、创意的碰撞，

既增强了读者黏性，也进一步推动了条漫创作。

如今，一些优秀条漫作品衍生出影视剧、文创周边等产

品，专业人士和普通受众的创作潜能得到广泛激发。在题材

内容多样化、艺术表现多元化的创作生态中，爆款条漫频现。

但是，较低的创作门槛与较短的创作周期，也带来了部分作品

艺术质量不高、叙事水平较差等问题。随着发展空间不断扩

大，条漫还面临媒介载体与日俱新、大众阅读习惯不断变化等

新挑战。能否坚持精品意识、紧随时代脉动、创新艺术表达，

将成为条漫能否持续火热、健康发展的关键。

条
漫
—
—

多
彩
﹃
移
动
画
卷
﹄
赋
彩
时
代
风
景

马
苏
薇

站在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上，美术

工作者如何艺术化地展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时代图景？如何在表现时代伟大

创造中促进主题性美术创作？本刊推出

“全面小康画卷”栏目，通过对描绘全面

小康时代画卷美术创作的研究梳理，探

索艺术规律，引导美术创作。

——编 者 ▲放飞梦想（中国画） 张 琳 杨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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