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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础 设 施 是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重 要 支

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设施整体水

平实现跨越式提升，令世界瞩目。欣欣向荣

的基建盛景，不断激发着美术工作者的创作

热情，他们纷纷拿起画笔，写景状物，从不同

角度描绘基础设施建设的蓬勃态势，在时代

主题的抒写中，探索新的艺术表达，彰显万

千气象。

绘民生工程温暖人心

路 网 四 通 八 达 ，高 铁 里 程 稳 居 世 界 第

一，我国的交通网越织越密，流动的社会充

满活力。刘中国版画《新跨越》和王法中国

画《沪苏通长江大桥》，以流动的风景表现城

市交通运输新气象。前者聚焦立体交通网，

一道道铁路和一条条公路纵横交错，高铁和

汽车穿行其间，一派繁忙景象。后者选取沪

苏通长江公铁大桥一隅，用直线勾勒出腾空

而起的钢索与桥柱，气势磅礴，给人以身临

其境之感。这些作品皆通过特写式的“镜

头”，折射便捷出行的幸福图景。

长渠通南北，润泽千万家。作为国家水

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南水北调工程取得重大

成就，让 1.4 亿人的生活更加甜美。刘伟佳

油画《穿越江河湖海》便聚焦这一重大战略

性基础设施。画面采用三联画的形式，将南

水北调的重要工程建设场景与通水现场并

置在一起——中间的画面，表现了工人们庆

祝穿黄隧洞贯通的热烈场面；左边的画面，

展现了工人们施工作业的场景；右边的画

面，描绘了北京自来水厂的工作人员检测水

质的情形。三联画以跨时空的表达，烘托出

这一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意义。

随着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农业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不断加强。这些成就，也在美术作

品中得到细致刻画。在朱卯中国画《秋涧泉

韵 瑶寨新晖》中，一排排“大风车”——风

力发电机矗立在群山之巅，与古朴宁静的瑶

寨、飞流而下的泉水、山坡上的羊群一同构

成别样的景致。画面下方，一条现代化公路

环绕于山间。一辆辆行驶其中的汽车，象征

着昔日闭塞的山乡如今已四通八达。画家

将山乡新貌融入山水画图之中，不仅赋予作

品悠长意味，也充分展现了边远山区基础设

施建设对当地生产生活的改变。

这些美术作品通过典型化的真实描绘，

经过艺术化的提炼升华，实现了写人与叙

事、状物与抒情的交融，成为惠民生的生动

写照。

塑区域地标浓缩时代

近年来，一批大型基础设施陆续建成投

用，成为高质量发展新地标。它们既是新时

代基础设施建设壮美画卷中一道亮丽的风

景，也成为美术工作者热衷描绘的重点题材。

有的美术工作者在追求历史真实与艺

术真实相统一中，展现大型基础设施带来的

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生活。例如，王

沂光油画《新机场》和沙永汇版画《凤凰展

翅》，皆聚焦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前者充分

发挥油彩特有的细腻美感，以俯视的视角，

全景式展现大兴机场的雄姿。晨光下，曲线

流畅、科技感十足的航站楼静静矗立于广阔

的大地上，远处地平线与天际线交汇处旭日

东升，使画面更显宏阔、意境更显深远。后

者艺术地刻画了大兴机场如凤凰展翅、腾飞

天际的壮丽画面，并着意表现了机场内现代

化、艺术化的先进设施和繁忙的运输场景，

让作品叙事更真实、内涵更丰厚。两幅作品

通过个案描绘，展现了我国综合交通枢纽及

集疏运体系建设的稳步推进。

有的美术工作者以跨时空的表达，凸显

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意义。李翔、杨文

森、张蕊、张庆军合作的中国画《大湾腾巨

龙》，以 世 界 上 最 长 的 桥 隧 组 合 跨 海 通 道

——港珠澳大桥为对象，直观表现了港珠澳

大桥对粤港澳三地的衔接功能。画面中心，

港珠澳大桥宛若游龙，蜿蜒伸向远方，优美

而富有抒情意味；画面远方，群山起伏、楼群

高低错落，在大桥连接下与近景形成呼应，

构成完整叙事。画面左右两侧，细致勾勒了

港珠澳大桥的建设场景，颇具历史纵深感，

丰富了画面的视角与层次。透过作品，观众

不难感受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新气象。

有的美术工作者借助全景式的描绘，彰

显大型基础设施为城市发展带来的活力。

像孔凡博油画《远航》，以三联画的形式，艺

术 再 现 了 上 海 自 由 贸 易 试 验 区 的 繁 荣 景

象。画面中心是忙碌的码头、海上来往的货

轮，远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视野开阔，场面

宏大；两侧分别描绘了上海外滩风貌和港口

作业状态。放眼望去，集装箱、桥吊、门吊历

历可辨，细节刻画真实生动，深刻阐释了以

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中，自由贸易试

验区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还有的美术工作者通过富有想象力的

艺术语言，呈现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步

伐。钟应举中国画《国之重器》，便表现了我

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世界最大单口径巨型

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的恢弘气势。作

品将“天眼”置于青绿山水之中，在黑色背景

衬托下，山峦愈发青翠、“天眼”愈发皎洁，画

面充满诗性之美。通过塑造区域地标，美术

工作者以艺术的方式，见证时代、致敬时代。

感智慧生活新风扑面

加快大数据中心建设、推进 5G 网络深

度覆盖、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布局……近

年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

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这一发展新动向，

在美术工作者笔下得到多维度呈现。

一 些 美 术 作 品 以 新 颖 构 思 来 深 化 主

题。如马佳伟油画《高度：5G 雄安》，通过 5G

基站建设场景，带领观者畅想未来雄安“智

慧之城”的模样。画面中心，几名施工人员

在登塔安装 5G 基站设备，他们身后是繁忙

的建筑工地和无垠的绿野，远方隐约可见白

洋淀的秀美容姿，意境开阔。同时，作品借

助“高度”这一物理学概念，寓意信息技术发

展达到新的高度，喻示拔节生长的雄安新区

在规划、建设方面的前瞻性、引领性，赋予画

面深刻内涵。

一些美术作品通过创新艺术语言契合

时代审美。在张晓霞油画《时代乐章——宝

钢 5G 无人车间》中，钢铁工业驶入智能化发

展“快车道”的新图景映入眼帘。画家将智能

车间、智慧屏幕与颇具象征意味的图形层层

叠加，结合冷色调的运用，营造出科技感，不

仅富有视觉冲击力，也彰显出时代气象。

一些美术作品用夸张的形式，表现低碳

引领城市生活新风尚。比如廖扬版画《街头

“一抹绿”》，以蓬勃发展的新能源汽车充电

桩在城市街头的应用为灵感，有意将视角拉

升到空中，以超现实的手法刻画了新能源汽

车作为高新技术制造业为低碳城市建设夯

实基础。画面中的造型如剪影般洗练概括，

色彩单纯明快，颇具现代美感。一轮朝阳从

楼群背后冉冉升起，寓意不断推进的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作为朝阳产业，将使人们的生活

更加智慧美好。

从传统基建到新型基建，我国现代化基

础设施体系的壮美图景在美术工作者笔下

得到立体而真实的展现。期待美术工作者

紧跟时代步伐，用更多优秀作品全方位、全

景式展现新时代的恢弘气象。

（作者为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

描绘建设宏图 展现时代气象
徐沛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

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

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重视

发 展 民 族 化 的 艺 术 内 容 和 形

式，继承发扬民族民间文学艺

术传统，拓展风格流派、形式样

式，在世界文学艺术领域鲜明

确立中国气派、中国风范。”美

学 理 论 源 自 中 国 哲 学 的 中 国

画，属于民族性、文化性、传承

性极强的艺术门类。在数十年

的中国画创作中，我深刻体会

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

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并一直

努力探求中国画艺术的本源，

思考如何从传统中汲取养分，

如何整体把握中国画独特的艺

术基因，如何在传统中国画的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开

创新境界。

写意，是中国艺术的重要

特征。这种特征，决定了中国

的诗词、绘画等在精神上具有

相通性。“意境”作为中国诗词、

绘画共同的追求，打通了诗画

审美的理想之境，也成就了诗

书 画 印 一 体 的 传 统 中 国 画 形

式。宋元明清以来，无论是宋

人的工笔花鸟、元人的山水，还

是明清的大写意花鸟，中国画

都 贯 穿 着 一 条 清 晰 的 创 作 主

线，即技法不断发展变化，但对

意境的追求，始终是创作的重

心，是中国画传承和发展中的

共性规律。因此，在不同题材

的创作中，我都在营构意境上

下苦功夫，而非仅仅追求技法、

造型。

意境如何表达？我从古诗

词中悟出许多心得，并将其运

用在中国画创作中，以期通过

独 特 的 构 思 深 化 对 诗 境 的 理

解，进而提炼思想、升华艺术表

达。比如，古人在很多诗词里

都非常巧妙地运用了“虚”，使

言有尽而意无穷，从而达到更

高境界。在我十余年来创作的

百幅古诗意册页中，对虚境的

表达亦是重中之重。像在表现

唐代刘禹锡《秋词》诗意时，如

何艺术地诠释“晴空一鹤排云

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我几易草稿，最终选择把秋天的树置

于画面最下端，只绘树梢，画中 90%为空白，左上角一只鹤向

上飞，落款在右侧下方，营造出空灵开阔之境。古诗意册页的

创作要点不是如何图解诗词，而在于如何以意达情。在创作

中，每个画面与诗词的对应，都需要经过深思熟虑，既表达诗

意，又强化写意画的特点。

中国画如何开艺术新境？齐白石之“新”在于朴实天趣，

黄宾虹之“新”在于浑厚华滋……历代中国画大家的代表作，

表象是实现了图式、技法之新，实则体现了画家思想境界之

新、人格个性之新、情感诉求之新。时代在发展，画家面对的

课题在变化，视野及追求随之而变，这些都在推动中国画的变

革，让民族艺术不断开创新境、焕发新生。

中国画对意境的追求，同样体现在主题性创作中。主题

性绘画一直是新中国美术创作的主流，经典佳构不胜枚举。

例如，傅抱石、关山月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创作的《江山如此多

娇》突破了时空限制，纵横万里，恢弘壮阔，意境深远。这样的

艺术经典，充分体现了画家把握主题的能力、感悟生活的能

力，以及画家的综合修养。从中，我们可以体悟到经典对于当

下的启示意义——充分利用画种之“优长”，能够将“故事”讲

得更加生动感人，让作品更具内涵和意蕴。在《长城秋韵》创

作中，为了更生动地表达画作主题，我和团队运用中国画虚实

相生的艺术手法，远取势、近取质，在突出主景的同时大胆留

白，强化了层峦叠嶂、云雾缭绕的视觉感受，恰如其分地表达

出长城雄浑、沉静、伟岸的气质。

在创作中，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对于中国画主题性创

作来说，保持画种艺术语言的独特性从而扬长避短有多么重

要：中国画在观察认识、形象塑造和表现手法上，具有独特

的审美观，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以大观小、小中见大，这些都

可以视为中国画的“优长”。此外，“书卷气”是中国传统书画

特有的美学范畴，文化的融入性更增添了其“内美”；而写意

性旨趣，又使作品本身的内涵延伸出巨大的审美空间。这样

的“优长”，使人们在欣赏中国画时总是意犹未尽、回味无穷。

中国画的意义远远不止是视觉的，它更是文化的沉淀与

结晶，是社会的、地域的、人文的价值体现。它与政治、经济、

自然等息息相关，与书法、篆刻、戏曲等一脉相通。就此而言，

以“大文化”视域研究中国画的审美精神和创作规律，才能开

拓中国画创作新境界。作为中国画创作者，必须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研究，深入传统源流，发现其中的艺术规

律，由此找到自己的创作落脚点。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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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刘伟佳油画《穿越江

河湖海》。

图②：马佳伟油画《高度：

5G 雄安》。

图③：王 沂 光 油 画《新 机

场》。

图④：李翔、杨文森、张蕊、

张庆军中国画《大湾腾巨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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