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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需要怎样

的美术经典？如何打

造更多美术经典？近

年来，各大美术馆接

连 举 办 的 馆 藏 精 品

展、名家回顾展，提供

了有益启示。这些展

览通过展示、剖析不

同时期大家名家的艺

术人生、艺术成就，再

次将“笔墨当随时代”

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引

向当下。

从时代的脉搏中

感悟艺术的脉动，意

味着美术工作者既不

能自娱自乐，也不能

“小打小闹”，而要树

立大历史观、大时代

观，深入思考美术如

何 契 合 时 代 发 展 所

需、表达时代精神所

向 。 回 首 20 世 纪 中

国美术史，徐悲鸿的

奔马、潘天寿的花鸟、

李可染“为祖国山河

立传”的红色山水、王

朝闻的革命历史题材

雕塑、尹瘦石的民族

英雄人物、古元的抗

战版画等，都很好地

回答了美术的时代命

题。老一辈美术工作

者在守正创新中，生

动诠释民族精神，展

现时代风貌，成就个

人艺术风格。这些大

家名家创新创造的动

力，在于其“把人生追

求、艺术生命同国家

前途、民族命运、人民

愿望”紧密结合起来，

使美术创作与时代发

展同频共振，从而使

作品有了隽永的美、

永恒的情、浩荡的气。

正是因为饱含浓

厚的家国情怀，对时

代生活的深切观察与

体悟，激发了美术工

作 者 艺 术 创 新 的 灵

感，使其笔墨之间生

机勃发。像石鲁的艺

术之路，紧密围绕“生

活为我出新意，我为

生活传精神”展开，在传统文脉与时代生活间不断

探索。透过《南泥湾途中》《东方欲晓》等美术作

品，能够深切感受到画家丰富的生活体验以及艺

术风貌的变化。吴冠中主张美术创作应如“风筝

不断线”，这根“线”连着传统、紧系着时代生活和

人民大众的审美情感。对这一理念的践行，让他

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这些例子证明，

艺术创新的种子不可能脱离时代生活的土壤而萌

发。时代生活给予创作者的最真实的情感体验，

构成其美术创作根本的动力。

自古以来，画家都不是时代的旁观者。他们

追随时代步伐，提炼现实生活，通过艺术升华成就

时代精神气象。在 20 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过

程中，这种传统依然在延续。新的时代需求，促使

美术工作者大胆革新，紧扣时代脉搏，形成新中国

美术的特色，谱写新的时代华章。近年来，重大主

题美术创作繁荣发展，既增强了美术工作者唱响

昂扬时代主旋律的责任感，也为美术工作者提出

更多表现“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的现实

命题。越来越多的美术工作者将目光转向火热的

现实生活和伟大的时代创造，自觉为时代和人民

放歌。特别是围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等党和国家

重大活动，围绕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等重大主题，围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

风险挑战，创作了一批重温历史、表现生活、反映

时代的美术作品，留下了丰富的艺术图像，为培根

铸魂贡献了力量。

新时代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从全方位全景

式展现新时代精神气象的角度而言，当下美术创

作或许还不够丰富、艺术水准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一些作品未能真正实现与时代精神深度契合。比

如有的创作虽然聚焦现实，但多是小题材、小情

调；有的创作，虽然捕捉到时代的生活细节、发展

趋势，但提炼升华不够，缺乏思想深度。当下，互

联网传播促使艺术观念和艺术评价标准发生变

化，美术工作者更需沉下心来，以“十年磨一剑”的

恒心，创作出叫得响、传

得开、留得住的好作品。

时代在发展，美术

工作者只有紧跟时代步

伐，其艺术创作才能葆

有活力，才能以不同的

风格和面貌，描绘丰富

多彩的中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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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形成，为

经济发展、民生改善铺就通途，人们的日常

出行更加便捷、舒适、智能。有感于这一鲜

明的时代变化，在近年来的美术创作中，表

现便捷出行的作品越来越多，它们或融入

美好寓意，或在纪实基础上展开艺术创造，

从不同侧面生动反映着时代之变、中国之

进、人民之呼。

生动展现交通科技新成果

高 铁 飞 驰 、大 桥 跨 海 、公 路 挟 山 过 江

……中国交通驶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不仅运输服务能力、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科技支撑也更加有力。美术工作者聚焦交

通科技新成果，围绕建设过程和成就，反映

新时代的奋斗精神。

在壮丽的交通画卷中，“首次”“世界之

最”等美誉，充分展现着交通科技的进步。

一 些 美 术 工 作 者 敏 锐 捕 捉 到 这 些 发 展 成

果，通过现实观察和艺术提炼，生动展现交

通运输新气象。像刘书军中国画《万里黄

河第一隧》，聚焦不久前建成通车的济南黄

河隧道。画面定格“黄河号”盾构机破土而

出这一瞬间，热烈的场景描绘振奋人心。

画面上，工人挥舞着旌旗，鲜艳夺目的色彩

形成一种回旋气势，与后面稳重的盾构机

相对比，颇具视觉冲击力。

高铁与大飞机，尤能反映中国交通运

输 关 键 装 备 技 术 自 主 研 发 水 平 的 快 速 提

高。徐亚慧中国画《中国智造，走向世界

——复兴号 CR400》和范春晓中国画《中国

制造走向世界——C919 大飞机》，便是表现

这两项中国智造先进成果的代表性作品。

作品分别以“复兴号”列车和 C919 大飞机

为画面主体，表现其组装现场，既没有惊心

动魄的场景刻画，也没有强烈的色彩对比，

而是以工细的线条勾勒主体细节，烘托其

科学严谨性，展现中国智造走向世界的恢

宏气象。

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不断为交通运

输开辟新发展空间。像以宏大气象表现北

京大兴国际机场的王因东中国画《国门新

韵》、刻画打通城市交通“最后一公里”的马

鑫中国画《共享单车》等作品，皆在纪实基

础上，通过艺术化的画面营构和意象营造，

展现中国推进综合交通、智慧交通、平安交

通、绿色交通建设的坚实步伐。

立体绘就多彩交通新图景

如今的中国交通，实现了基础设施从

“连线成片”到“基本成网”、运输服务从“走

得了”到“走得好”的转变。立体展现这一

转变，成为便捷出行主题美术创作的重要

内容。

地铁让城市生活更加便利。近年来，

很多城市地铁线路交织成“网”，成为方便

市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在展现地

铁改变生活的美术创作中，罗寒蕾中国画

《早班地铁》和杜海军油画《地铁九号线》

提 供 了 两 种 不 同 的 视 角 。 前 者 采 取 以 小

见大的方式，通过表现 3 名借助地铁出行

的青年人，展现地铁之于都市生活的重要

性和便利性。画中的青年人或正在刷卡进

站，或正在等待朋友，或正微笑着前行，姿

态各异，自然生动。后者采用整体视角，以

地铁为主体，定格其停靠站台等待人们上

车的瞬间——车内满载出行者，车外有乘

客提着行李箱正准备上车。地铁贯通城市

出行的景象，通过两种不同的视角得到全

面呈现。

一 道 道 铁 轨 、一 条 条 公 路 ，将 城 市 之

间、城乡之间连接起来。特别是在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过程中，这些四通八达的大道，

不仅方便着人们走出山村、迈向广阔天地，

更为乡村发展带来活力。一些美术工作者

将视角转向山乡交通运输建设，并通过道

路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相融合的特写，展

现便捷交通和绿色交通为人们带来的幸福

生活。重大主题创作如马佳伟油画《唱响

明天——打造千年雄安》，以架桥工人为视

觉中心，以铁路建设、千年秀林工程和雄安

新区的亮点——白洋淀景观为背景，表现

出铁路建设与生态景观的和谐统一。其它

美术创作如王庆九版画《春涌高原》等，以

正在建设的高架桥为主体，辅以巍峨高耸

的山峰、桥下涓涓流淌的溪水、繁花盛开的

田野，以及漫步其间的羊群等，诠释“交通

运输绿色发展”这一主题。

在新中国美术创作中，很多中国画名

家将传统山水与现代交通建设相结合，绘

就崭新的时代画卷，如魏紫熙《天堑通途》、

关山月《新开发的公路》等。许多美术工作

者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基础上，营构颇具现

代美感的图式。如粟周平中国画《侗乡天

路》，分别描绘了烟岚云岫间的高速公路和

高铁，高架桥如同一条银龙穿行于山水之

中，带来视觉震撼，让观众得以从艺术的视

角体悟少数民族地区道路交通建设新貌。

将绿水青山与便捷出行相结合的美术作品

还有很多，它们既是新时代便捷交通的生

动写照，也反映着近些年生态文明建设的

丰硕成果。

细致刻画幸福生活加速度

便捷出行，大大增强了人们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一些美术工作者以此为

着眼点，不直接表现交通建设，而是通过对

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细致刻画，

展现便捷出行给生活带来的改变。

有的作品，从日常生活场景出发，借助

生动的画面描绘，让观众深切感受到便捷

交通为幸福生活提速。孙昌武油画《小康

之家》，选取东北长白山脚下一个普通的小

山村日常生活的场景，展现家门口高速公

路开通给生活带来的幸福感，以及他们对

美好未来的展望，场面其乐融融。蔡超、边

涛和李鸿莉合作的中国画《高铁进山啦》，

借助高铁列车穿越山乡、孩童欢乐奔跑的

场景，展现高铁为山乡带来的活力。

有的作品，则通过融入美好寓意，表达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比如林建利中国

画《高铁修到咱家乡》和郑剑君中国画《高

原新时代》。前者以群像塑造的方式，精心

勾画出各族群众幸福的神情，以凸显“高铁

修到咱家乡”梦圆的喜悦；后者则以单体人

物和牦牛为主体，人物面向远方，对未来充

满憧憬，远方山峰起伏，高铁穿行，祥云飘

起，共同营造出一幅美好生活画卷。

不论是直接表现交通科技进步，还是

将诗意山水与路网建设相结合，抑或是描

绘现代幸福生活，这些美术作品都充分反

映了中国交通发展成就以及人们的出行变

化，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信心。便捷出行

改变生活，还有很多内涵值得挖掘，很多

“风景”值得抒写。期待美术工作者进一步

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将情感融入笔端，更

好地为时代和人民放歌。

（作者为南京艺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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