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第二十七个世界读书

日如约而至，中华大地书香四溢，阅

读的喜悦在春天流淌。与此相伴，

在当下美术实践领域也涌现出一批

读书题材美术创作。这些作品既是

对书香时代的观察与描绘，也是当

代美术不断探索创新的重要成果。

丹青抒写阅读新风尚

伴随“书香中国”建设稳步有序

推进，多读书、读好书，爱读书、善读

书，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不

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沉浸于阅

读，成就一道道亮丽的风景，也成为

美术工作者倾心描绘的题材。

一些美术工作者侧重表现不同

年龄读者的阅读状态。比如，何颖

的中国画《幸福有你》聚焦儿童阅读

场 景 。 作 品 以 线 描 勾 染 的 艺 术 手

法，表现了一位可爱的小女孩跪在

书店地面上忘我阅读的情景，童真

天 性 动 人 心 弦 。 刘 巨 德 的 中 国 画

《紫藤下》则以青年为表现对象，画

家以果敢洗练的用笔、清爽纯净的

用色，描绘了 3 个在紫藤树下专注读

书的年轻人。作品中，青年学子对

于知识的强烈渴求与春天恣意生长

的紫藤交相辉映，蓬勃的生命力涌

动其间。爱淘书的“老书友”也多次

出现在美术工作者笔下。覃泽佳的

油画《书市》《淘书记忆》等，便刻画

了人头攒动的书市。画面中，几位

中老年读者站在遮阳棚下投入地翻

看着书籍，在书香浸润下，夕阳显得

更加温暖。

一些美术工作者将镜头对准日

常生活中令人动容的阅读瞬间，展

现书籍对于人们的吸引力。像韦辛

夷的中国画《拾荒者》，刻画了一位

饱经沧桑的拾荒老人闲暇时倚坐在

书架旁，聚精会神读书的场景。作

者以画笔传递出对物质生活与精神

生活关系的深刻思考。

在读书题材创作中，美术工作

者不但以作品反映了全民阅读的良

好社会氛围，在绘画语言上也有所

创新。总体来看，读书题材的中国

画作品数量相对较多，其中又以工

笔画占多数，这类作品在人物造型、

构图布局，以及人物与现代建筑环

境的关系处理方面，做出了许多有

益探索。如李佳津的中国画《恰是

春光读书时》，就选取了表现难度较

高的俯视视角，画面构图运用方形

和直线组织穿插，艺术语言尽可能

追求多样化，以符合当代人的审美

习惯。

深情讲述身边新变化

随 着 全 民 阅 读 活 动 的 深 入 推

进，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农村书屋、

社 区 书 店 等 新 型 阅 读 空 间 越 来 越

多，实现了人们随时随地捧书阅读

的理想。美术工作者也敏锐捕捉到

这一社会发展新动向，用画笔展现

身边与阅读活动相关的新变化。

从繁华城市到广袤乡村，从沿

海地区到内陆边疆，公共图书馆正

陆续走进群众生活。王文鑫的中国

画《书香》着力表现“草原书屋”带来

的新鲜阅读体验。小屋里，书籍满

壁、读者众多，一位老人正在津津有

味地读着报纸，有的“小读者”正坐

在毡毯上认真阅读，有的正在书架

上慢慢查找，从画面上仿佛能够嗅

到阵阵书香。任凤茗的中国画《学

海 无 涯》则 描 绘 了 一 座 城 市 图 书

馆。其中，有很多层的书架上，摆放

着 琳 琅 满 目 的 书 籍 。 循 着 这 些 书

架，读者仿佛可以一步步走入知识

的殿堂。在桑建国、张学枚、路美玲

等人合作的中国画《文化科技的共

享时代》中，“智能图书屋”的出现，

体现了文化与科技结合给人们生活

带来的便捷与高效。

伴随文化消费模式升级，一些

实体书店积极探索转型之路，尝试

引进展览、文创等内容。传统书店

转变为具有宽阔阅读空间的现代文

化综合体，有的甚至凭借新颖的设

计 理 念 成 为 一 个 城 市 的 地 标 性 建

筑。这些都成为美术工作者乐于表

现的题材。如冀萍萍的中国画《书

山有路》，描绘了一群年轻人在现代

都 市 书 店 中 选 书 、看 书 、聊 书 的 场

景。温馨的书屋，成为阅读者的精

神栖息地。

近年来，亲子阅读、校园阅读、

社区阅读等活动的广泛开展，也为

美 术 工 作 者 提 供 了 丰 富 的 创 作 素

材。比如，胡苨的中国画《悦读》，表

现了家长陪伴孩子翻看童书、三两

好友在户外一起读书等多种阅读活

动，温暖的色调传递出阅读时光的

美好。各类读书会的兴起，也为不

同群体之间交流对话提供了平台。

朱勇的雕塑《思南读书会》便聚焦这

一文化现象。作品中，摆满书籍的

书架点明叙事背景，几位读书会的

参与者围坐在一起。其中，一位拿

着话筒的主持人正在发言，其他人

神情专注地聆听。在这一瞬间，观

者仿佛成为听众，与雕塑的主人公

共同参与到这场思想交流之中。

层出不穷的阅读空间和形式多

元的阅读活动，使全民阅读的社会

氛围愈加浓厚。这些新成果、新变

化，也丰富了当代美术创作的题材

和内容，促进了绘画技法不断创新。

艺术赋予书香新内涵

爱书，所以藏书。独立的书房、

简约的书柜、考究的书桌，是世世代

代 中 国 人 居 家 阅 读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纵览近些年读书题材美术创作

成果，不仅立意新颖、视角独特，而

且艺术地表现了中国人与书籍之间

的深厚情感。

在读书题材美术创作中，以书

籍本身为表现对象的作品，具有一

定 数 量 。 诸 如 李 士 进 的 油 画《书

香》、黄鸣的油画《大沉香》、叶楠的

油画《江山万里卷一》等作品，都以

饱 含 岁 月 之 痕 的 书 本 作 为 表 现 对

象，在材质肌理、艺术手法、语义元

素等方面均做出多种尝试。在美术

工作者笔下，这些被不同人阅读过

的书籍在漫长岁月中辗转流传，由

于不断添加的记忆而具有了如生命

般的温度和厚重感。艺术家希望通

过作品表达出对于书籍的珍视和尊

重 。 在 这 些 以 书 籍 为 题 材 的 创 作

中 ，油 画 展 现 出 独 特 的 艺 术 魅 力 。

这类静物油画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

古典静物油画的模式，彰显出当代

油画本土化语言风格。

摆满书籍的书架，也成为读书

题材美术作品重点描绘的对象。如

贺汉明的油画《书籍的时代》刻画了

一个特殊的房间——室内的书架上

堆满图书，观者仿佛徜徉于知识的

海洋。画面右侧一部正在充电的手

机，预示着信息时代的背景。作品

试图在对过去的回忆与对未来的思

考中，与观众产生共鸣。肖海波的

油画《知识的力量》以超级写实主义

手法，艺术地再现了错落摆放着各

类书籍的书架。仿佛通过这些布满

岁月痕迹的书籍，向知识和经典致

敬。不难发现，在美术工作者笔下，

书籍不仅仅是知识的载体，也寄托

着人们对于书香社会的向往、对于

精神滋养的追求。

美的孕育离不开阅读，高质量

的 阅 读 也 离 不 开 艺 术 的 参 与 和 发

现。因此，美术工作者不仅是书香

社会的参与者、受益者，更应成为宣

传者、推动者，让书香随着艺术之花

的绽放飘溢四方。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

研究所副所长）

画中书香浓
孟繁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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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

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

重要讲话指出：“要挖掘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

道德规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

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

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

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作为一名

中国画创作者，我备受鼓舞，也深

感责任重大。

中国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中

国画始终面临如何处理古与今、

中与西、传承与创新之关系的考

验。20 世纪 80 年代初，关于中国

画的发展方向再次引起美术界广

泛 讨 论 。 当 时 作 为 青 年 画 家 的

我，也进行过一些大胆的尝试和

探索。最终，我选择重新翻开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本“大书”，从

中找到了中国画特别是中国山水

画创作的土壤和源泉。

作 为 民 族 艺 术 的 中 国 山 水

画，浸润着中国文化精神，形成了

系统的技法体系、独特的艺术风

格和澄明的审美意境。纵观历代

山水画名作，无不抒发着画家对

自然物象的情怀和体悟，诠释着

中国人的空间意识与精神世界，

展示着创作者对笔墨结构的研究

和探索。随着时代变化，生活空

间在扩展，表现领域在拓宽，如何

以更具创造性的笔墨语言传递创

作者的所思所感？基于对东北大

地自然物象的观察、对家乡的深

厚情感，以及对传统山水画的深

入研究，我开始尝试超越对具体

自然景象的描摹，以线的勾勒和

大面积的皴擦、渲染，构成新的语

言符号和图式，创作出“静观八

荒”系列山水画。这些作品旨在

通过富有象征意义的宏观景象，

彰显崇高、神圣、宁静的东方意

境。此后，我不断从传统与自然

之中汲取创作养分，陆续创作了“唐人诗意”“山海经”等系列

作品，借助古代诗文中的浪漫想象，营造理想山水家园，诠释

对于宇宙天地的宏观思考和对于诗意栖居的微观洞察。

近年来，在努力探索中国画技法表现空间的同时，我也在

进一步拓展中国画的表现领域。在创作中，将传统山水画形

式同时代生活、社会发展相结合，以画笔讲好中国故事，是我

作为一名美术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为创作“乾坤大义”系列作

品，我深入韶山、井冈山、延安等地采风写生，重温红色历史，

感悟奋斗精神。在绘画中，我运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

合的方式，将革命人物融入大美山水，力图展现厚重的家国情

怀与恢弘的时代气象。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如何以笔墨表现“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如何以丹青展开“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人画卷，成为美术工作者面临的重要

课题。2015 年，由中国国家画院承办的“‘一带一路’国际美

术工程”正式立项，我同许多美术工作者一道，深入“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考察采风，仅我个人就完成了近 200 幅“一带一

路·人类文明”系列域外写生小品。丰硕的创作成果背后，是

我对传统笔墨的不懈探索。国外的建筑街道、人文景观等作

为新的艺术主题，对艺术表现形式提出了新要求，传统中国画

能否表现好新题材？当饱蘸水墨的毛笔落在宣纸上的一瞬

间，我找到了答案。新题材，考验的并非中国画这种艺术形

式，而是画家驾驭笔墨的能力。水墨是对自然界客观色彩的

抽象与升华，是对五色斑斓尽写真景实貌的超越，其呈现的是

自然空间与心灵空间的统一。对水墨语言特征的深入思考，

使我在创作时更强调倾注自身的感受和体验，将独具中国画

特色的语言、审美趣味与西方艺术表现形式相融通，充分展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而不同、异彩纷呈的自然美与人文美，

同时体现中华传统美学虚静淡远的理想境界。

如今，我们面对的时代主题、社会语境和文化氛围都发生

着巨大变化。无论是中国画创作者，还是中国国家画院等美

术创研单位，均面临多重机遇和挑战。如何依托自身优势更

好地发挥作用？如何提升美术创作研究的质量和社会效益，

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如何提升中国美术

的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持续思考和实践

的时代课题。

作为美术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拥抱自然、深入

生活、赞美天地、歌颂苍生；要坚守艺术理想，追求德艺双馨。

对于山水画创作者来说，首先要对自我内心世界进行观照和

净化，提升个人修养。在此基础之上，以明净、宽阔之心去亲

近自然万象，才能达到胸中有丘壑、笔下生山河的艺术境界。

对于美术创研单位来说，其承担着引领中国美术繁荣发展的

重任，承担着培养更多优秀青年美术工作者的重任，承担着创

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的重任。因此，

必须在新的历史方位中明确新发展方向、构建新发展格局、谋

划新发展蓝图。

创作为中心任务，作品是立身之本。我们将以中国精神

建构新时代中国美术之路，在守正创新中培根铸魂，向着美术

创作的高峰迈进！

（作者为中国国家画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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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刘巨德中国画《紫藤下》。

图②：胡苨中国画《悦读》。

图③：王文鑫中国画《书香》。

图④：郑树明中国画《憩》。

图⑤：何颖中国画《幸福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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