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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文化建设硕果累累，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琳琅满

目的文化产品，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美

术工作者创作的不竭源泉。大批表现文化惠民工程的优秀美

术作品，不但充实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为该题材美术创

作拓宽了领域、丰富了内涵。

深入观察
展现乡村文化新活力

在家门口欣赏戏曲剧目、观看歌舞表演、参与文艺演出

……文化惠民工程的广泛开展，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

里”，使多彩文艺生活延伸到基层。美术工作者们承续“以图记

史”的传统，以画笔定格精彩瞬间，并在观察视角、刻画手法、语

言选择等方面显示出艺术深度，促生了一批展现乡村文化新活

力的优秀美术作品。

“观众在哪里，戏就送到哪里。”送戏下乡，成为不少艺术院

团服务百姓、传承文化、扩大影响力的重要举措。王潇中国画

《梨园喜入村》表现了剧团下乡演出时，受到村民热烈欢迎的场

景。作品以红色为主色，锣鼓、灯笼与彩旗更为画面增添了喜

庆热闹的气氛，展现出村民们高涨的文化热情。在草原，每年

演出数千场的乌兰牧骑，延伸服务，为广大农牧民群众送去欢

乐与温暖。马刚颇具写意笔调的油画《草原红色轻骑兵》、申红

飙借鉴古代陶俑表现手法的雕塑《乌兰牧骑》等美术作品，从不

同的艺术视角聚焦这支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的基层文化工

作队。前者是一幅三联画，画面左、中部，身着盛装的队员奏起

民乐、载歌载舞；画面右部，毡房外牧民们欢快的神情与之呼

应。后者是一件组雕，创作者选取了最具特色的表演场景，三

位队员的造型各具特色又相互呼应，共同演绎马头琴、蒙古长

调和蒙古舞的浑融悠长之美，简练、质朴的造型更增添了作品

的感染力。

如今，村史馆、农村书屋、农村文化礼堂等公共文化空间，

成了许多村镇最热闹的地方之一，人们在这里亲近历史文化、

汲取知识力量、提升文明素养。王文鑫中国画《书香》便以细腻

的笔触勾勒出草原书屋中的阅读场景。在富有特色的蒙古包

里，各种书刊摆满书架，有的读者在书架前驻足挑选，有的读者

沉浸在阅读的世界里怡然自乐，一派书香盈盈、暖意融融的景

象。翁诞宪油画《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则表现了浙江农民的美

好精神家园。打糍粑、写春联、舞狮子……画家将发生在农村

文化礼堂的多个生活场景组合在一起，赋以明亮的色彩，表现

出农村文化礼堂蓬勃的发展态势。

在一幅幅美术作品中，乡村文化建设成果得到形象诠释，

群众文化热情得到生动描绘；同时，也显示出美术工作者对艺

术的执着追求。

细构情节
描绘文化传承新气象

文化惠民工程既让百姓休闲文化生活更加精彩，也进一步

激发了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使传统文化焕发

时代光彩。不少美术工作者以传承和弘扬为己任，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气象记录于笔端。

对文化传承的艺术表现，离不开对人物的巧妙刻画。在中

国画领域，人物画创作有着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自晋唐以

来，人物画艺术极为重视有思想寄寓、有表现张力、有故事演进

的情节性建构，这为当代美术创作提供了宝贵养分。何家英、

张见等创作的中国画《欢乐春节》，便以传统工笔人物画样式，

绘出各国人民同庆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的火热场景。

作品以“中国红”为主调，以象征团圆的红灯笼串联三章，传递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尚和合”的价值理念。画家还以妙笔刻

画了不同国度的人们一起贴年红、燃爆竹、包饺子的情景，突出

了“欢乐春节”的主题，体现了共享中华文化的美好愿望。在油

画领域，对光的运用是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重要手段。一些油

画家继承这一传统，以光影明暗表现人们多彩的文化生活。张

义波油画《山村的夜晚》通过全景式构图，以写实语言塑造了村

民观赏老艺人表演皮影戏的生动情景。画家借由黑夜中的一

束强光，将观者的目光聚拢于画面中心处——在油灯温暖的光

照下，老艺人伴着鼓点乐声双手翻飞，男女老少专注地看着幕

布，期待与喜悦驱散了夜的寒凉。

还有一些美术作品，并不直接表现或刻画参与文化活动的

群众，而是以巧妙构思、独特视角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

身的吸引力。像孙娟娟中国画《对话》，以富有朦胧之美的语

言，展现博物馆一角。画面正中，玻璃展柜里的青铜器引人瞩

目，一位小女孩正望着文物沉思，各国游客则聚集在她周围，对

着文物拍照。简洁而细腻的画面，无声地展现出传统与现代、

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对话。尹莉莉中国画《身边的非遗》，则

聚焦精妙绝伦的川剧变脸表演。作品以黑、黄、红等戏曲中具

有代表性的色彩为主色，以细笔勾勒人物服饰，在线与色块的

结合中增强了画面的韵律感。画面下方，一双双高举手机、相

机竞相拍摄舞台的手，象征着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

情。值得注意的是，画家对这些手臂的描绘，借鉴了古代壁画

中的造型元素，使作品具有穿越古今的灵动，表现出历史文化

的生命活力和当代神韵。

多维视角
速写文化建设新地标

如今，遍布城乡的公共文化设施成为滋养美好心灵、增强

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舒适的环境、丰富的馆藏、精彩的活动，

以及深蕴其中的人文关怀等，都成为美术工作者悉心观察并形

诸笔墨的鲜活对象。

苏岩声、马亚平合作的版画《文化地图年年更新》，以三联

画的形式铺开了上海日新月异的文化建设画卷。作品以中联

的黄浦江景为分界线，将浦东、浦西的文化地标分列两侧，并以

极具形式意味的手法组合绘制。中华艺术宫、上海博物馆、上

海国际舞蹈中心……画面中，一座座文化地标仿佛一个个音

符，奏响文化与大众互动的乐章。近年新建成的天津滨海新区

文化中心图书馆，凭借前卫的外观设计和“书山有路勤为径”的

品格立意，吸引不少读者到此“打卡”。画家任凤茗撷取馆内一

景，创作了中国画《学海无涯》。画中读者或坐或立于“书山”阶

梯之上，享受着沉浸式阅读的欢愉。从传统绘画经验来看，这

种在固定空间内、以多角度线条展示纵向距离和延伸感的作品

并不常见。创作者以更具现代表现意味的形式，突破了模式化

的构图，使画面洋溢着鲜明的时代感。桑建国、张学枚等创作

的中国画《文化科技的共享时代》中，远古化石与智能机器人共

处，具有超越传统工笔审美经验的视觉冲击力。时空交错的奇

幻观感，正是画家在写实之外运用想象、象征等手法带来的别

样效果。读图可见，文化与科技、传统与现代的互融共享已成

为当代社会的普遍课题，画作主题在人类明眸与机器人之眼对

视的一瞬得到升华。

新时代的美术工作者，生动描绘文化惠民的现实图景，真

情咏赞紧贴民心的民生工程。他们的作品中，既有对宏大主题

的准确表达，也有对典型情节的入微刻画，还有融入传统写意

的画境营造、吸纳现代表现手法的写实语言……这些，都为主

题性美术创作积累了新经验。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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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科技的共享时代（中国画）桑建国 张学枚 路美玲 黄晓雨 刘玉梅

仲冬时节，美术馆里暖意盎然，一

批美术创作和研究成果集中亮相。

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守正创

新 —— 中 国 国 家 画 院 创 作 研 究 成 果

展”，以中国国家画院几代美术工作者

的 429 件作品，串联起该院 40 年发展历

程。观众既可以从中领略老一辈美术

工作者的艺术风范，也可以感受中青年

美术工作者的时代风采。

在中国美术馆，“文心墨韵——邵

大箴艺术展”与“自由长旅——杨刚艺

术展”同期开幕。前者展出了新中国培

养的第一代艺术史论家邵大箴的丰硕

研究和创作成果。100 余幅中国画、书

法等作品，创作年代跨越近 30 个春秋，

充分体现出这位 87 岁的学者对艺术与

学术不懈探索的精神。后者全面回顾

了北京画院画家杨刚的艺术人生。150
余幅作品从不同角度展现了画家深入

草原的生活体验，在中国画、油画、版

画、速写等领域的成果，以及返璞归真

的艺术追求。

在 北 京 画 院 美 术 馆 ，“ 居 幽 采 真

——北京画院园林主题作品展”缓缓展

开畅目悦心的山水图卷。60 余件中国

画、油画作品，以当代视角表现传统园

林，形成多元化、个性化的园林绘画面

貌，展现了当代美术工作者对传统绘画

题材的新思考。

笔骨墨韵之间，艺术的魅力熠熠生

辉，为时代留下丰厚的精神印记。（画间语）

▼梨园喜入村（中国画） 王 潇

当 下 ，传 承 弘 扬 中 华

优秀传统文化蔚然成风，

由此形成的“古风”文化深

刻影响着音乐、舞蹈、美术

等文艺创作。特别是近年

来兴起的古风插画，借助

互联网广泛传播，受到许

多年轻人的喜爱，也成为

中华文化对外交流的重要

载体。

古风插画是中国传统

文化与现代插画设计相结

合的产物。相较于外国插

画，中国古风插画别具一

格 。 对 中 国 传 统 绘 画 构

图、造型、笔墨的借鉴，极

大丰富了古风插画的艺术

表现形式。一些作品从传

统文人画中汲取营养，以

水墨淡彩表达情感，营构

意境；一些作品则继承传

统工笔画的艺术精髓，以

细腻的线条和雅致的色彩

绘 出 栩 栩 如 生 的 人 物 形

象；还有一些作品，延续传

统中国画散点构图方式，

注重以留白的手法传递画

面情绪，使插画尽显传统

美 学 意 蕴 。 在 中 国 传 统

色彩语言、创作观念中生

长起来的古风插画，饱含

气韵之美，在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促

进 了 插 画 设 计 的 发 展 与

创新。

对中国传统图案、民

间故事、建筑元素的灵活

运用，也是古风插画的鲜

明特色。不少插画师从传

统造物中提取文化符号，

并对其进行全新演绎，使

古风插画的表现内容更加

多元，风格日趋多样，满足

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精神

需求。比如，有插画师通

过艺术地描绘各大城市的

传统文化特色，展现城市

美好形象。在作品《绍兴》

中，插画师从陆游与唐婉

的爱情故事出发，选取《钗

头凤》中的“钗”作为主要

设计元素，以凝练的意象、

淡雅的色彩，营造出江南水乡独特的风情。以“泛舟”为

主题的《桂林》，以“醒狮”为主体的《佛山》，以“纸鸢”为背

景的《潍坊》等作品，皆立象以尽意，在网络中迅速走红，

引发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关注。此外，在产品包装、门户网

站、移动客户端等领域，越来越多的古风插画应用其中，

不少传统文化形象被转化为时尚符号，走入人们的日常

生活。

科技的飞速进步，为古风插画开拓出更广阔的发展

空间。如今，不少插画师都以电脑为主要工具进行插画

设计。为满足“网生代”对传统文化的多样化需求，3D 插

画、VR 插画等新形态被引入古风插画创作，使其向着专

业化、多元化方向发展。像近期在短视频平台吸引百万

网友关注的《山海经》系列 3D 插画，不仅以融合传统中国

画、民间美术、流行元素的绘画风格重新诠释了神话传

说，还辅以动态 3D 效果，带给观者全新的视觉体验。作

品在网络平台快速传播，吸引了大量年轻粉丝。值得注

意的是，不仅古风插画的受众群呈年轻化趋势，其创作者

也多为“90 后”甚至“00 后”。古风插画以传统底蕴和现

代表达，在年轻群体中唤起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主题定制、文创研发等新业态，进一步拓展了古风插

画的应用领域。不少年轻人通过网络定制服务，将喜欢

的古风插画应用于手机壳、服装、饰品等生活用品上，满

足了个性化需求。一些插画师尝试将作品转化为文创产

品，带动文化传播。如，一位贵州青年插画师在古老的侗

寨开办工作室，一边以画笔留住乡土记忆，一边将其制作

成文化衍生品，为当地文化产业增添了一抹亮色。伴随

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不断完善，古风插画的发展潜力将进

一步释放。

基于互联网的古风插画，以意境优美和富有感染力

的艺术风格，架起了传统图式与现代生活的桥梁，满足了

人们的文化需求，激发了插画师的创造活力。不过，一些

作品也存在着照搬传统文化元素、画面雷同、对部分文化

符号运用不当等问题。继续深入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从服饰、建筑、纹样、色彩等经典中汲取营养，把经过

历史沉淀的视觉符号和文化精神更好地转化到古风插画

创作中，对讲好中国故事、坚定文化自信，尤其是增强青

少年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和研究的兴趣，具有现实而深远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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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海无涯（中国画） 任凤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