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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14 日，我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

上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刻把握民族复

兴的时代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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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

立心、以文铸魂，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

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

中。”作为一名美术工作者，我在主题

性美术创作工程实施过程中对此深有

体会。

近年来，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

创作工程、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

作工程、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等

工程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品。特

别是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

美术家协会具体组织实施的“不忘初

心 继续前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大型美术创作工程”和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重大主题

雕塑工程中，美术工作者向党和人民

交出了沉甸甸的答卷。以这两个创作

工程为抓手，全面总结主题性美术创

作经验，对推动新时代美术创作从高

原迈向高峰，具有现实意义。

心系人民、情系人民，主题性美术

创作才能保持正确前进方向。两个创

作工程均以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

人民的优秀代表为主要表现对象。像

主题雕塑工程作品塑造的 276 个人物

形象中，既有农民、工人，也有解放军、

消防员，还有教师、法官、社区工作者

等，生动展现了人民的磅礴伟力，真切

诠释了何为“伟大出自平凡”。中国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奋斗、创

造历史的丰功伟绩，也成为两个创作

工程的主要表现内容。比如，大型美

术创作工程的 194 件入选作品中，有

表 现 英 雄 群 像 的 雕 塑《狼 牙 山 五 壮

士》，有反映新中国工业建设成就的油

画《1959——大庆石油会战》，还有展现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的油画《民生建设——暖心千万家》等。这些作品充分体现了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同时，组织者、创作者始终秉持作品

要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信念，用人民的视角、以“历史的、人民

的、艺术的、美学的”标准衡量作品，竭力打造经典之作、传世之作。

植根生活、植根大地，主题性美术创作才能散发持久魅力。参

与两个创作工程的 300 多位美术工作者，深入与选题人物和事件

相关的厂矿、乡村、边海防、抗疫一线等体验生活、收集素材。比

如，中国美协副主席许江为创作党史题材作品，组织中国美术学院

100 多名师生到浙江横店，还原历史场景，感受现场气氛，以便在

创作中精准刻画每个人物的造型、神情和环境背景。为广泛收集

第一手创作资料，西南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戴政生、黄静，用两年半

时间赴多个省份调研采风，行程总计万余公里。他们与农民同吃

同住同劳动，拍摄、整理图片上万张，为创作好“大兴调查研究之

风”党史题材作品打下坚实基础。源于现实生活、贴近历史本色的

创作实践，使作品中的人物和场景刻画突破了模式化，更加鲜活生

动、厚重隽永。

精益求精、勇攀高峰，主题性美术创作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为打好这场攻坚战，两个创作工程的创作团队付出了巨大努力。

在创意设计上，每个选题都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党史专家

与创作人员共同研究、推敲，找到了既能深刻反映党史又符合艺术

创作规律的创意点。在统一风格上，为使《信仰》《伟业》《攻坚》《追

梦》4 组雕塑从整体造型到 276 个人物的具体造型风格一致，4 个创

作团队的主创人员集中到中央美术学院进行集体创作、相互观摩，

从单个人物捏起，经过半年多的努力，逐步实现了艺术风格的统

一。在深化创作上，为达到充分阐释创作主题、有机安排重要历史

题材、恰当选取典型人物、合理布局历史事件和人物、开拓创新艺

术表现手法、生动刻画人物精气神等要求，创作人员不停修改、完

善作品，在磨砺中提高，推动创作进入更有内涵的新境界。

紧跟时代、守正创新，主题性美术创作的道路才能越走越宽。

整体而言，两个创作工程，既描绘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

程，更突出抒写了新时代的伟大成就。美术工作者努力从当代中

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主题、捕捉创作灵感，深刻反映新时代的

历史巨变，用心描绘新时代的精神风貌。比如，安佳、夏荷生、赵云

川、赵岳、许向群创作的中国画《飞天圆梦》，用细腻诗意的工笔语

言，描绘了中国航天筑梦苍穹的浪漫史诗。优秀的主题性美术创

作，不仅在创作内容上把握时代脉动、在思想上契合时代精神，还

在表现手法上凸显时代审美。比如，黄华三的中国画《互联网时代

与人工智能》，以富有现代感的形式语言，展现科技时代的数字新

生活，突破了传统中国画的表现范畴。同时，创作人员坚持让美

术、艺术、科学、技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主题雕塑工

程中的 5 组雕塑创作，运用传统创作与计算机模拟翻制、传统材料

与新型材料、人工加工与机器加工相结合的方式，科学地缩短了工

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在不断追求人民性、时代性、艺术性

相统一的过程中，两个创作工程的作品共同为当代主题性美术创

作增添了新亮点。

实践证明，大力推进现实题材美术作品的创作与展示，不断提

升作品的精神能量、文化内涵、艺术价值，奋力开拓美术创作新局

面，才能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落到实处、结出硕果，绘

就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壮美画卷。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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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博物馆美术馆事业飞速发

展，在文物保护、藏品研究、展览陈列、教育传播、国际

交流等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排队打卡博物

馆美术馆，成为一种新风尚。美术工作者敏锐捕捉到

博物馆美术馆参观热潮，精心构思，巧妙地把现场参观

的观众与正在展出的文物、艺术品组织在同一画面之

中。这种画中有画的形式，深化了创作的内涵，画里画

外共同表达着博物馆美术馆的职责与使命。

精神感召的回响

博物馆美术馆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

当今博物馆美术馆的使命，不仅是对文物古迹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对美术作品生动展示，更重要的

是要让它们“活起来”，尤其是让革命文物“活起来”“热

起来”，丰富人们的历史文化滋养。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全国各地掀

起参观红色场馆和主题展览的热潮。中国共产党历史

展览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

中国美术馆“伟大征程 时代画卷——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美术作品展”等展览上，一件件革命文

物，诉说着昨日的苦难辉煌，一幅幅优秀党史题材、

现实题材美术经典和新作，以艺术的形式诠释了中国

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一些美术工作者以此类

主题展览为创作内容，艺术地再现观众参观红色文化

场馆、传承红色基因的景象。比如，张春霞中国画《经

典永流传》、闫军中国画《红色记忆》、桑建国中国画《博

物馆系列·高炮》、胡江中国画《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等，均以人们参观红色文化场馆为主题，带领观众一同

走入火热的革命岁月。这些美术作品恰到好处地发挥

了以美育人、以美化人的作用，画里画外凝聚着磅礴向

上的力量。

还有一些美术作品，聚焦我国博物馆美术馆发展

史上的重要事件，使观众在今昔对比中感悟爱国情怀，

感受时代发展。沈启鹏中国画《风物聿新》便记录了

1905 年我国第一个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的建

立。作者以细腻的笔法，刻画了以一己之力创办博物

苑的张謇，以及为南通建设而奔走的诸多学者名流。

画中 30 多个人物形象均有据可考，仿佛正从历史中走

来。如今，南通博物苑（张謇纪念馆）已成为全国爱国

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无论是画中的博物馆，还是博物

馆中的画，都已成为人们了解历史、获得精神滋养的重

要窗口。

文化盛景的缩影

节假日，全家老少一起走进博物馆美术馆，探索历

史、感受文明、体验文化，不仅成为一种时尚，也成为幸

福生活的一部分。越来越多不同年龄、职业、国籍的

人，爱上参观博物馆美术馆。这种新风尚，有助于人类

文明深入交流互鉴、交融发展，也拓宽了美术创作的表

现领域，促进各画种尤其是中国画的创新表达。

孙娟娟中国画《对话》，描绘了国内外观众簇拥在

展柜周围，争相观看、拍摄青铜器的情景。画面中心，

青铜器置于高高的展台上，一位中国女孩双手轻抚玻

璃展柜，双目凝视文物。周围观众的身影交织重叠，仿

佛代表着无声的喧哗，与女孩的沉静，形成鲜明对比。

创作者充分利用绢的质地，以传统工笔画没骨技法，突

出水墨晕染的效果，将观众的叠影表现得亦真亦幻。

叠影打破了形体之“实”，流动、错杂的轮廓，营造出一

种朦胧的诗意之美。在动与静、虚与实的巧妙平衡中，

作品实现了对传统与现代、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

意义的深刻表达。封思勇水彩画《心象之念念不忘》，

以水彩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呈现了精美的曾侯乙尊盘

展出时的场景。人们可以通过画中外国观众专注的神

态，感受到这件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魅力，探寻其中

充满智慧的铸造工艺，思考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这些美术作品带领观众穿越古今，在以物记事、以

事叙史、以史启思中，领略沧海桑田的巨变。欣赏类似

题材的作品，不禁让人回想起“千里江山——历代青绿

山水画特展”“与天久长——周秦汉唐文化与艺术特

展”“何以中国”等轰动全国的展览。各地观众从千里

之外直奔展馆，人人争说国宝的景象，至今令人难忘。

这是古今交汇的文化盛景。作为人类文明传播的重要

载体，博物馆美术馆的发展体现了人类社会文明的进

步。美术工作者用丹青妙笔定格的瞬间，正是文化繁

荣、社会进步的时代缩影。

共享美育的课堂

如今，各类博物馆美术馆作为“城市文化客厅”，不

仅是一座城市文明的标志和形象代表，更是社会美育

不可或缺的“第二课堂”。美术工作者用新颖的构图、

多元的手法，记录下博物馆美术馆中美的熏陶和接力。

高古的文物诉说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董

哲中国画《敦煌精神》通过绚丽的壁画和文物保护工作

者修复壁画的场景，诠释了一代代人对敦煌的热爱和

守护；牛文娟中国画《博物馆的奇幻之旅》，以石刻拓片

上凌空飞舞的女孩形象，表达了神游艺术世界的奇妙

感受；陈中林中国画《游于艺》，聚焦古代绘画展，抒发

古今相通的山水情怀；杨景峰中国画《传承》，则通过聚

精会神观看古代壁画的美术生，以及坐在地上临摹壁

画的儿童，阐发传统文化的代际传承……这些作品手

法各异，但人物与环境的关系，都呈现一种和谐的状

态，寓意人与文物艺术品在精神层面合二为一。还有

不少学校组织学生走进遗址博物馆，开展研学活动。

在靳瑞强中国画《国风魏韵》中，一群少先队员走进山

西大同云冈石窟。作者以石柱分割画面，凸显石窟的

磅礴气势。石柱前，是举着旗子继续前行参观的队

伍。石柱后，一名小学生转过身来，抱臂仰望，似乎在

凝神、回味，默默表达着对历史与文化的敬畏。

博物馆美术馆中的公共教育活动更是孩子们喜爱

的美育课堂。其中，科技馆以互动性强的公教活动，开

展具有知识“黏性”的科普，成为青少年的学习乐园。

在马小娟、刘亚平中国画《生命的启示》中，恐龙、猛犸

象、五彩斑斓的海底生物等，巧妙地组合在一起，儿童

在家长的带领下，怀着好奇、期盼的心情，开启神奇的

科学探秘之旅。在郭大川中国画《为国产大飞机画像》

中，孩子们正在民航博物馆里对照展品写生。从他们

整整齐齐趴在地板上画画的动作和开心的表情可以看

出，为 C919 大飞机画像，极大增强了他们的自豪感。

如今，在美术馆里画画，早已成为丰富青少年课余生活

的艺术体验。田亚荣油画《美术馆的临摹课》，便表现

了日常美术馆展厅的一角。画中，孩子们在认真临摹

名作，一位老师半蹲在孩子身边指导，旁边还站着欣赏

作品的观众。在这里，任何人都可以与经典相遇、与大

师同行。在王元芳中国画《薪火相传》中，一群可爱的

孩子与古代壁画相遇的瞬间，被画家施以重彩细致描

绘，文化的传承在画面内外接力延续。

透过这些作品，可以看出博物馆美术馆已经成为

大众终身学习的快乐场所，可以深切感受到社会变迁，

可以深刻领悟文化穿越时空的魅力。因此，观众在博

物馆美术馆短暂的参观，或许能终身受益。这，就是博

物馆美术馆的力量！值得美术工作者继续深入研究和

表现。

（作者为中国美术馆副馆长）

以画为媒，传递博物馆美术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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