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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伴随上海浦东美

术馆、成都市美术馆新馆等

陆续建成开放，美术馆越来

越 频 繁 地 出 现 在 社 交 媒 体

中，成为网红打卡地。美术

馆何以走红？如何推动其更

好地走向大众？这些问题值

得探讨。

纵观当下在网络中备受

大众喜爱的美术馆，或拥有

独特的建筑外观，或推出了

颇具分量的美术展览。前者

往 往 由 知 名 建 筑 师 设 计 完

成 ，其 本 身 就 堪 称 艺 术 品 。

后者则可以分为两类：一类

是名家大展或经典美术作品

展，如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美

在新时代”展览，凭借一批馆

藏精品引发观展热潮；另一

类是聚焦当下的美术作品展

览，作品中饱含对现实的观

察思考和美的创新创造，如

各大美术学院每年的毕业展

都会吸引不少观众。所以，

网红并不一定等于学术含量

低，只是说明其传播范围广，

对人们富有吸引力。美术馆

不能盲目追求网红效应，但

可以从专业视角研究网红传

播的规律，深化自身建设，将

网红流量转化为长红口碑。

美术馆成为网红，意味

着互联网空间正在生成文化

新形态。当下，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对精神文化的

需求不断增强，渴望近距离

接 触 艺 术 的 热 情 高 涨 。 同

时，智能手机的方便快捷和

互 联 网 即 时 通 信 技 术 的 更

新，使个体与周围世界信息

交换的渠道更加通畅，人们

热衷于将所见所感发布到社

交媒体上进行分享。经济发

展和社会进步，为美术馆深

入大众生活提供了丰沃土壤。

对“体验”的日益完善，是美术馆与观众建立紧密连接，

进而赢得观众喜爱的关键。美术馆不仅是一个传播既有知

识的机构，更是一个常新经验的提供者，一个不同于家和普

通场所的、让观众产生诗意与美感享受的地方。观众在美

术馆获得的体验，来自感官经验、社交经验、情感经验等。

感官经验往往与物理环境有关，因此美术馆的建筑、气氛、

气味、色彩、声音、感觉都很重要，当建筑空间与艺术展览产

生和谐对话，将会为观众带来特别的审美体验。社交经验

则源于人与人、人与艺术、人与展馆之间的互动。一些美术

展览和作品通过增强互动性，为观众带来新奇的体验。比

如，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的“太虚之境”展览中，艺术家

抓住当下人们对“体验”的需求，将个人思考融入创作，一件

件大型互动装置经由观众的参与，完成“最终创作”，生发出

新的价值与意义，同时在社交媒体上产生了许多相关话

题。这类展览改变了传统美术展览的观看方式。在互动

中，观众不仅在观看作品，也在观看其他观众，更成为作品

的一部分，被其他人观看。人们彼此之间的互联性被构建

起来，展开了新的叙事时空，带来别样的参观体验。

数字技术的合理运用，也为美术馆带来更多观众。一

些传统书画作品的数字化、动态化展示，改变了人们对传统

书画的固有认知；一些运用高科技手段创作而成的现代美

术作品，为人们带来超越现实的参观体验。这些尝试满足

了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对虚拟世界、未知领域的探索兴

趣。进一步将艺术与科技相结合，对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美术馆研究方法的改变，是网红美术馆、网红美术展览

持续涌现的动力。过去，美术馆多采用内向的研究方法，比

如研究作品的绘画题材、语言、形式等；如今，外向的研究方

法不断进步，研究者在重视挖掘作品背后的故事和意义的

同时，也在拓展作品的“新空间”，即能够给观众带来思考、

形成新认知的空间。由此，美术馆的教育方式也发生变化，

越来越倾向于引导和激发观众的兴趣，使人们在探索中获

得自我启发的机会。比如，一些美术馆改变“说话”的态度、

语气，结合美术作品、空间氛围、背景资料，使其语言表达更

为生动，成为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一些美术馆积极开展

各种寓教于乐的教育活动，如音乐会、舞蹈、戏剧表演等，延

伸美术馆的社会功能，为忠实观众提供更好的服务，挖掘新

的潜在观众。

对于美术馆来说，网红现象的形成并非偶然。作为公

共文化空间，美术馆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理应成为城市的

文化名片。像一些拥有大量经典藏品的美术馆，如果可以

用新的展示方式更好地解读作品，不仅可以重塑传统作品

的当代价值，提升人们的审美素养，还可以为所在的城市注

入生机与活力。未来，应不断完善美术馆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为观众开拓更多有价值的欣赏和思考空间，推动美术馆

可持续发展。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本报记者马苏薇采

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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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蓬勃发展，科技成

果不断涌现。其中，许多重要技术突破不仅深

刻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激发了美术工作

者的创作灵感。一批表现科学家精神、科技成

果、科研工作、科技点亮生活的美术作品，着力

反映“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成为我

国迈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生动记录。

展现高新成果

中国空间站开启“有人长期驻留”新阶段，

复兴号高铁列车风驰电掣在青藏高原，我国自

主建造的“雪龙 2”号挺进极地……一批高新

科技成果展现了中国科技创新的坚实步伐。

许多美术工作者用彰显中华美学精神的绘画

语言——水墨丹青，勾勒出科技创新画卷。

在墨色的浓淡虚实变化中，科技特有的美

感得到更加生动的展现。譬如，王顾宇、王艺

合作的中国画《匠心筑梦——建设中的天眼》，

以淡墨勾勒画面主体“天眼”，以浓墨渲染近景

山峰，远处缥缈的群峰与留白的天空，为读者

留下充满诗意的想象空间。与其他运用油画、

版画形式创作该题材的作品不同，画作没有着

重还原“天眼”的具体细节，而是更强调表现其

磅礴的气势。“天眼”入画，也使这幅作品区别

于一般意义上的山水画，体现了新时代美术工

作者在中国画领域的创新探索。林沛森中国

画《千年圆梦》，同样以新画法拓展了主题性美

术创作的空间。画家以山水画技法表现月球

表面的凹凸质地，通过皴擦点染，使作品拥有

了超越现实图像的美感。

工整细密、随类赋彩的工笔画，在近些年

描绘科技成果的作品中表现突出。像毛珠明

的《飞天揽月》，将航天员置于画面中心，定格

其在太空中行走的瞬间。作品以工笔重彩特

有的厚涂技法为主，同时突出黑白对比，线条

保留了工笔线描的张力和书写性，营造出线与

面巧妙融合的科技美感。徐亚慧的《中国智

造，走向世界——复兴号 CR400》则以新视角

表现了人们熟知的复兴号列车。画家并未选

择描绘列车飞驰的场景，而是捕捉到列车尚未

出厂时的画面。作品中，车头正对画面前方，

占据大面积画幅，富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

辨识度，展现出流动的中国背后坚实的科技

基础。

在一系列表现高新科技成果的作品中，传

统中国画的笔墨语言不断更新、题材内容更

加丰富，生动体现了“笔墨当随时代”的理念，

以中国画的意蕴之美彰显了科技成果的创新

之美。

礼赞科研楷模

科技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工作者的艰

辛付出。以五彩画笔礼赞科技工作者、弘扬科

学家精神，是时代赋予广大美术工作者的光荣

使命。

一些美术工作者以群像描绘，展开一代又

一代科学家矢志报国的壮阔画卷。比如，董卓

油画《国家的脊梁》以钱学森、王淦昌、黄大年

等 10 位为祖国无私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为主

体，以浩渺星空为背景，以蓝色为主色调，既象

征科学的理性，亦呼应科学家淡泊名利、潜心

研究的高尚品格。何红舟、封治国、尹骅油画

《民族脊梁——共和国英模》组画之三，则将科

技工作者邓稼先、袁隆平、蒋筑英置于画面中

心位置，作品不仅在设色上颇为考究，在塑造

与刻画上也是一丝不苟，体现出较高的艺术水

准与审美品格。

一些美术工作者以肖像塑造，表达对优秀

科技工作者最深情的赞美。在焦小健油画《杂

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中，“禾下乘凉梦”得

到艺术化诠释。整体画面色调柔和、气氛宁

静，主人公与身后的稻田和谐相融。画家着重

描绘了袁隆平的面部和手部，粗犷的笔触、朴

实的色彩，恰当地表现出袁隆平既是科学家又

是劳动者的双重身份，坚毅的眼神彰显了他锲

而不舍、埋头苦干的奋斗精神。冯少协油画

《中国共产党党员——钟南山》，同样以细腻而

有力的人物情态刻画，展现出钟南山的刚毅和

柔情。在创作中，画家反复推敲，在细节表现

上精益求精，不仅讴歌了英雄，也接受了一次

深刻的精神洗礼。

如今，以丹青传颂楷模、弘扬精神，成为当

代美术工作者践行“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

美德”的重要举措。在以画笔为科技工作者立

传的同时，美术工作者的创作视野更加开阔，

人文情怀更加深厚，表现手法更加多元，为现

实题材美术创作开拓了新境界。

巧绘科技生活

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创造出巨大的物质

财富和精神财富，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

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在一代代美术工作者

笔下，南京长江大桥全面建成通车、长江三峡

水利枢纽工程成功实现大江截流、南水北调工

程全面通水等，多项新中国成立以来与百姓生

活相关的重大科技成果，得到形象生动的描

绘。特别是在近两届全国美展中，表现科技点

亮美好生活的作品不断增多，形式更加多元。

一批表现乡村新貌的作品，展现了科技助

力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加速转变的进程。如

在沙永汇版画《金秋时代》中，一群曾经的北大

荒建设者正漫步于智慧农田，有的在细心观察

现代农业设备，有的被天空中的无人机吸引，

使作品产生叙事悬念，引人驻足。在表现手法

上，创作者采用了北大荒版画传统的彩色套印

技巧，层次鲜明的平面化造型语言、布局得当

的色块与干脆利落的木刻刀法形成一股合力，

使作品有了生动的艺术气息。在画作中，观者

可以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广大农民从“靠天吃

饭”到“看天管理”的生产生活方式变迁。

一批反映城市新气象的作品，体现了物联

网、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对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产生的巨大影

响。像王琨中国画《智享新生活》聚焦当下移

动支付的普及。作品表现了几位顾客选购蔬

果的场景，有的正打开手机准备扫码付款，有

的正向菜商出示电子支付凭证，菜商身后印有

“科技改变生活”字样的遮阳伞更进一步明确

了画作主旨，传递出画家的真实感受。曹巍油

画《科技创业的年轻人》则侧重于展现科技为

全社会带来的发展潜力。作品中，排队等待进

入写字楼的年轻创业者们或在愉快地聊天，

或在浏览手机资讯，或正匆忙跑去寄快递，一

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显示出科技时代的蓬勃

活力。

如今，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先进

科技成果持续惠及百姓生活。期待美术工作

者紧贴时代脉搏，不断创新艺术语言，记录更

多科技点亮美好生活的瞬间，奏响美术与科技

交融互促的乐章。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未来设计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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