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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绿

水青山，在中国绘画史上一直是一个诗意的存

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

显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正在徐

徐展开。美术工作者笔下的风景更加绚丽。

他们拥抱时代，以饱含激情的画笔讴歌生态文

明建设成果，描绘华夏大地的锦绣河山，展现

“绿水青山”如诗如画的美好图景。

绘生态文明新图

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对自然资源

的加速攫取，带来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

重、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

统筹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让二者得

兼两全之美。美术工作者对生态环境改善感

同身受，纷纷用手中的画笔表现生态保护新实

践，勾勒城乡生态新风景，彰显生态之美。

近年来，水生态保护修复全面加强。各地

建立了河长湖长制，120 余万名河长湖长奋斗

在河湖保护治理的第一线，推进美丽河湖、健

康河湖建设，持续改善河湖面貌。任志忠、金

临合作的油画《河长巡河》，便是表现河长制的

佳作。画面以浙江的山水为背景，表现了河长

巡河归来的瞬间，右下角以一块河长制管理公

示牌点明了作品的主题。画家以写实主义手

法和现实主义观念，生动刻画了奋斗在河湖保

护治理第一线的河长和河道清洁工的形象，平

实的画风衬托出他们的质朴与敬业。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地处太湖之滨，经

过多年治理，太湖水质总体显著改善。商亚东

油画《最美太湖水》，表现了太湖水污染防治中

的一个日常工作场景。一艘行驶在太湖上的

船只，载着一群测量水质的青年科技人员和

水体清洁工，大家各司其职。 13 个人物栩栩

如生，以群像的形态错落有致地分布在画面

中。正中是一位身着白色工作服的女青年，

她两手各握着一个装着湖水的玻璃瓶，认真

比对着水样，周围的几个人也注视着她手中

的瓶子，目光所向，突出了画面的重心。飞动

的云、清澈的水、温暖的光，画面对自然形态的

运用，恰如其分地突出了生态文明建设这一

美好主题。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化，让农村面貌焕然一新，一大批生态宜居的

美丽乡村，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祖

国的版图中。赵红雨、张晓东合作的版画《社

会主义新农村——美丽乡村》，就是表现此类

题材的优秀作品。此作以九宫格的形式，表现

了岭南新农村的美丽景致。作品构思尤见匠

心，川流不息的河道自下而上，与顶层繁密的

树林交汇在一起，远观犹如一棵根深叶茂的大

树，河道是树干，林木是树冠，在金色的基调下

越发显得茁壮而华美。

颂河山锦绣之美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批中国画创作者立志

“为祖国山河立传”，他们以写生为基础，描绘

祖国的大好河山，代表画家有李可染、傅抱石

等。今天，这一可贵的现实主义传统，不仅在

中国画界，而且在油画、版画等诸多领域均得

到继承。新时代以来，艺术家们壮游南北，饱

含深情，讴歌河山锦绣之美。

周宗凯油画《三江源礼赞》，不仅表现了三

江源自然保护区巡山人员工作的场景，更表现

了三江源圣洁纯净之美。在三江源生态保护

工作中，巡山队功不可没。画面上，策马奔驰

的藏族青年英姿勃发，随风飘扬的巡山队红色

队旗和红色藏袍鲜艳夺目，与远景中连绵的雪

山相互辉映。简括的人物造型，朴拙的块面处

理，明快的色调渲染，使得此画风格独具，成为

近年来主题性美术创作中注重形式语言探索

的优秀之作。

王睿油画《清晨的三沙》，表现的是海南省

三沙市在晨曦中的美景。如今的三沙市，碧

海、绿树、蓝天，犹如南海中的一块翡翠，让人

流连忘返。《清晨的三沙》描绘的是西沙群岛面

积最大岛屿——永兴岛的美丽风光。作品以

蓝绿色为主基调，表现热带海岛繁茂的植物。

一群群白色的海鸥向画面中间飞去，使观者的

目光聚焦于那座宏伟庄严的白色建筑，那正是

市政府所在地。作品既包含对海岛景色的赞

美，更彰显了对祖国主权的捍卫。

刘德才版画《额尔古纳河之二》，表现的是

黑龙江的源头——额尔古纳河的金秋美景。

作品以金黄色为基调，渲染秋天的绚烂与美

好。具有装饰趣味的丛林，层层叠叠，河流穿

梭其中，形成音乐般的韵律与节奏。美术工作

者用手中的画笔，连缀起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的时代画卷。

咏家园诗意之境

中国传统绘画以山水画为代表，表达人们

对自然和人生的热爱，对精神家园和理想之境

的营构。无论是范宽的《溪山行旅图》，还是王

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抑或是黄公望的《富春

山居图》，展卷铺陈的都是人与自然相亲相融

的和谐关系。绿水青山在历代山水画家的笔

下荡漾绵延，画意蕴诗情。

今天，绿水青山的诗意，依然流淌在当代

中国画家的笔下。他们在创作中秉承中国传

统绘画诗画一体的优良传统，认为“诗是无形

画，画是有形诗”，以烂漫诗心，描绘如诗般的

绿水青山，诗画相融，相得益彰。

林容生中国画《青山不老 绿水长流》，以

青绿山水的形式，表现了新时代美丽乡村的如

诗画卷。作品中，青山明媚，绿水延绵，天光云

影共徘徊。白墙黛瓦，梯田层叠，被苍翠的群

山环抱着。画家以意笔重彩的方式，营造了一

个明净而温暖的诗意家园，笔墨朴实厚重，色

彩清丽明快。

同为青绿山水，牛克诚、李月林、李乐然合

作的中国画《绿装》，笔法更加工细。蓝天、白

云、黄土、绿树，画面层次分明。近景中植树造

林的点景人物，突出了作品的主题。在艺术语

言上，该作品取景方式和天空的渲染方式借鉴

了西画的手法，适度夸张、稚拙的人物造型则

得益于民间艺术的滋养，拓展了传统青绿山水

的表现手法。

王超版画《秀美家园 悠悠乡思》是生态文

明建设题材的佳作。作品主题为“以人为本的

新型城镇化”，用木刻水印的手法，表现了浙江

特色小镇的新景观。作品以蓝、白为主色调，

大面积渲染的蓝天和远山，使得画面空灵而明

净。小桥流水的江南景致，既有传统特色，又

别具诗情画意。前景中的点景人物，更为作品

增添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现代色彩。

今天，绿水青山不仅是中华大地上最动人

的色彩，也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保

障。美术工作者以艺术的方式从各个视角描

绘绿水青山，讴歌美丽中国，展示出新时代中

国的蓬勃生机。

（作者为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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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引导美术创作

与大众审美，离不开有

效的美术评论。过去，

人们只能通过现场聆听

或阅读报纸杂志获悉专

业人士对美术展览、美

术创作、美术思潮的解

读。如今，打开手机，人

人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一

堂美术课、阅读各式美

术评论，满足自身知识

需求。网络正成为美术

传播的重要阵地，网络

美术评论作为美术创作

的“风向标”，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

移 动 时 代 ，手 机 屏

幕成为大众沟通外界、

获取知识的重要窗口。

如今，越来越多的用户

通过直播平台、音视频

平台、微信、客户端等，

阅读美术评论、了解美

术知识。有些观众在观

展前或观展中，习惯打

开手机检索关于展览、

参展作品的美术评论，

以深化对展览的理解。

相较于传统媒体发表的

美术评论时效滞后、作

品 欣 赏 与 评 论 难 以 同

步、自选性差等问题，网

络美术评论能够补上这

些短板，满足读者多元

化需求。

当下，专业媒体、美

术院校、美术机构等纷

纷 入 驻 云 端“ 开 疆 拓

土”，在微信、微博等平

台开设官方账号，展开

美术理论研究、美术现

象探讨、个体创作评点，成为网络美术评论的主力军。

为更好发挥网络美术评论的效力，一些专业媒体不断

转换语言方式、创新评论模式，转化线下内容的同时，

紧跟业界热点、创作动态、大众关注的话题等，及时组

织美术评论家展开生动有趣的短评、快评、微评，比如

以专题的形式集纳名家精彩的观点，引人关注，更好地

服务了读者。

当美术评论走向云端，评论的深度和广度得以延

展。在线上，美术评论家可以随时跨地域展开思想交

流、观点碰撞，网络研讨会、网络访谈、网络对话等颇具

现场感的形式，不仅能够呈现多家观点，而且能够在网

上引发其他评论家、读者加入讨论，让学术研讨在更广

阔的空间产生影响力。

借助网络，博物馆和美术馆也得以充分释放潜能，

实现知识供给。而今越来越多的博物馆、美术馆，以点

评藏品、研究人员直播讲解、结合当代生活阐释古代艺

术创造等模式，通过文图细赏、视听结合等方式，向大

众普及创造之美，助力大众审美能力提升，在网上大量

“圈粉”。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美术评论家和美术爱好者

借助自媒体，就关注的美术话题发表见解。这些美术

评论，形式更加轻松活泼、话题更加丰富多元，或立足

美术名作展开有趣探讨，或立足绘画技法展开细致分

析，或立足美术展览进行推介品评，或立足前沿话题抒

发己见……多元的评论内容，进一步拓宽了大众美术

视野，成为网络美术评论的重要组成。

对美术创作而言，网络美术评论的作用更不容忽

视。借助网络，美术创作者能够读到来自不同欣赏者

的声音，或是美术评论者的客观专业分析，或是普通观

众基于欣赏感受的率性评价，这些都可能切中创作问

题，深化创作者思考。同时，一些未能参展或针对网络

创作的美术作品，也可以借助网络获得广泛关注，各方

点评为其更好发展提供指引。

网络，赋予美术评论以活力。美术评论在网上的

有效开展，其关键依然在于内容生产。当下，网络美

术评论还存在内容窄化、锐气不足等问题，甚至一些情

绪化、肤浅化、娱乐化的美术评论充斥网络，这不仅误

导大众审美，也侵蚀着网络美术评论生态。网络美术

评论该如何开展？应该生产什么内容？时隔数十年，

吴冠中批评美术界不良现象的言论，如今在网络上

被广泛转发，提供了一定启示：秉持批评精神，让美术

评论真正服务于创作、服务于社会，发挥价值引导、精

神引领、审美启迪作用，网络美术评论才能产生更广泛

影响。

网络美术评论，既为美术创作提供智力支持，也让

美术创作饱含的真善美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助力大众

美育提升。充分运用好网络平台，以有价值的问题探

讨、有营养的内容生产、生动有趣的方式展开评论，网

络美术评论将会释放更大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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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赋丹赭染鹊华（中国画） 何加林▼浪遏飞舟（版画） 代大权

版式设计：蔡华伟

图①：黄河新生态（版画）

康 雷

图②：绿装（中国画）

牛克诚 李月林 李乐然

图③：最美太湖水（油画）

商亚东

图④：清晨的三沙（油画）

王 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