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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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

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的辛勤

劳动、感知人民的喜怒哀乐，

才能洞悉生活本质，才能把

握时代脉动，才能领悟人民

心声，才能使文艺创作具有

深沉的力量和隽永的魅力。”

作为一名人生经历和创作经

验较为丰富的画家，我对讲

话精神有着切身的体会。

我常对朋友说，如果没

有多年植根大巴山农村的生

活，没有与大巴山农民多年

朝夕相处的情感，上世纪 80
年代我几乎不可能创作出油

画《父亲》《春蚕》等一系列表

现中国农村题材的作品。记

得 1983 年除夕之夜，我曾在

大巴山深处一位农户家中的

油灯下，给四川美术学院的

老师写过一封信。农户家的

主人就是油画《父亲》中的人

物原型。隆冬的深夜分外宁

静，我在信中这样写道：我已

是第五次来到这里，两次在

这里过年，我的人生和艺术

道路都与大山结下了不解之

缘……四年学业结束，我以

《故乡》为题画出了我对这山

沟 的 爱 。 我 不 是 大 巴 山 的

人，但大巴山却是我艺术生

命的故乡。

写这封信时，我刚从四

川 美 术 学 院 毕 业 留 校 当 老

师。现在看来，当时写就的

这段文字不是即兴所言，而

是我基于深切感受之上的人

生箴言。事实上，近半个世

纪里，虽然我的艺术创作从

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但无论是思想、情感，

还是艺术创作的立足点，都

没有离开过大巴山和大巴山

的人民。而我之所以不断尝

试创新，是因为我想创造一

种属于中国的油画艺术——从历史文化、思想情感到艺术

形态等，都是中国的！

我曾赴比利时安特卫普皇家美术学院学习油画，也曾

到一些国家的美术馆、博物馆临摹、学习国外历代油画大师

的艺术。面对外国油画史上的一座座高峰，我不禁开始深

入思考中国油画的发展和自己的艺术。我认为，油画传入

中国以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很

难脱离外国油画发展的窠臼和影响，中国油画应该从中国

这片土地中生发出来。缘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考量，以及

个人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等方面的影响，我意识到，余生要

致力于创造真正属于中国的油画艺术。那是立足中国历史

文化传承，体现中华民族精神，具有中国气派和当代意识的

油画艺术。

近 30 年来，我不断尝试对油画艺术语言和形式进行转

变和创新。艺术史的形成和发展，也体现在艺术语言和艺

术形式的构建、变化和创新中。我无数次走进大巴山，回到

我人生和艺术的故乡，一方面希望从中国农村充满活力的

现实生活中，不断获得并保持艺术创作的激情和状态；另一

方面希望从蕴藏在大巴山中的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艺

术中，寻找油画艺术从观念到形态上转变和创新的可能。

四川北部广袤乡村中的年画、剪纸、刺绣、石刻、泥塑、木雕

等民间艺术，深深吸引了我。那夸张变形的形式、简约直

率的语言、诙谐浪漫的情调、恣肆随意的手法，让我久久不

能忘怀。在这些出自民间艺人之手、世代相传且散发着浓

郁乡土气息的艺术中，我得以窥见闪烁着东方文化智慧的

光芒，感受到回荡在山间的乡情民风特有的淳朴和温情。

对民间艺术养分的汲取，让我的绘画逐渐发生变化。

我尝试用鲜丽的色彩、夸张的造型、粗犷的笔触，以及中国

书法用笔的方式，抒写我心中的向往。同时，对中国农村和

农民的描绘逐渐从个体和具体形象塑造，转向总体的关注

和抽象的表达。我努力探索一种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富有

当代精神的艺术范式，一种具有中国文化个性特征的油画

艺术。我还尝试从中国文化的观念出发，用中国绘画独有

的方式重新解读外国油画史上的经典，同时用油画艺术的

方式阐释中国山水、花鸟和人物画的创作理念。立足中华

文明，通过绘画创作的方式重读中外美术史，我的目的在于

找到理想中的中国油画艺术的文化定位，走出一条属于自

己的油画之路。

我常说，我们这一代美术工作者是非常幸运的，赶上了

一个好时代。因为这个前所未有的好时代，一大批具有深

刻现实主义精神和情怀的作品才可能出现并受到鼓励。我

们应该珍惜大好时光，努力创造，用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

范的艺术为时代和人民放歌。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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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靳尚谊油画《世界文化遗

产——海龙屯》。

图②：韩硕中国画《纳西古乐》。

图③：王力克油画《传奇·流光

溢彩》。

图④：张仁芝中国画《颐和园揽

胜图》。

图⑤：张路江油画《壮美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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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六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近期成功举

办，展示了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一系列围绕文化和自然遗产展开的美术创作，通过艺术

化表达、意象化再现、对意境与精神的诠释，以及多元的传播

方式，彰显了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深厚的人文内涵、崭新的

发展面貌和独特的智慧创造。

辉映深厚人文内涵

以文化和自然遗产为题材的美术作品，大多体现出深厚

的人文内涵。在这些美术作品中，自然风物、天地大美往往

与工艺劳作、风土人情相辉映，传递出自然与人文相融共生

之美。

在不少作品中，山川河流不再是人物形象的背景，富有

特色的自然景观也不只是画面的点缀或信息的载体，而是透

射着人的情谊、品格和精神的自然，是哺育、塑造了地域人文

风情的自然。像张路江油画《壮美广西》，林立高耸的奇峰既

展现了中国南方喀斯特的典型风貌，又承载着漓江山水之境

的丰厚底蕴。经由美术工作者的“加工”，中华大地自然遗产

中的人文属性、精神内涵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诠释和表达。作

品往往融入了创作者的生活视角、生命体验和艺术灵感，富

有感染力。

历经岁月洗礼的文化遗产，在自然环境的映衬下，更添

几分神韵。许多美术作品也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当代艺术视

角，再次体验、发现、认识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靳尚谊油画

《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以充满诗意的笔法描绘了这座

幽藏群山之间的土司遗址。画面中，优美的自然风光与厚重

的土司文化交织，屹立的石质建筑遗存蜿蜒伸向远方，带领

观者一同走入历史风云。毛岱宗油画《云冈石窟全景》，展现

了意蕴宏大的摩崖造像，也映现出我国自古以来致力于促进

文化交流、文明交融的胸襟。张仁芝中国画《颐和园揽胜

图》，以传统山水画的散点透视构图，综览颐和园万寿山的园

林布局和主体建筑群，通过自然景色和人工建筑的巧妙结

合，展现皇家园林集雄秀为一身的人文景观……借助这些美

术作品，观众得以再次深刻注视、深情凝视、深入体验我国文

化和自然遗产的魅力。

借由艺术的再创造，相关美术作品实现了创作者、公众

与遗产之间的情感沟通。美术创作搭建了这样一种桥梁，镜

鉴历史，烛照人心，使遗产不只是遗产，还是心底温暖的感动

和继续前行的自信。

记录崭新发展面貌

美术工作者还聚焦遗产保护、传承和发展的崭新面貌。

透过作品可以看到，华夏热土上瑰丽雄奇的自然遗存与灿若

群星的文化积淀，正成为国风国潮的创意源泉，展现着古老

遗产的蓬勃活力。

一些美术作品直接表现文化遗产的时代风采，捕捉传统

工艺造物、民间戏曲表演、民族歌舞仪式的瞬间，把握劳作中

的欢愉、戏曲中的传承、歌舞里的生活，形成富有层次、感染

力和思想深度的表达。例如，录洁囡中国画《碑拓》以工笔技

法描绘了一位正在拓碑的老手艺人，大面积的黑白拓片使作

品充满静穆之美。透过人物专注的神态，观者不难感受到手

艺人在时代变化中对传统文化的执着坚守。王力克油画

《传奇·流光溢彩》，将刀马旦的飒爽英姿和稍纵即逝的美定

格为浓墨重彩的画面，喻示传统戏曲发展的勃勃生机。韩硕

中国画《纳西古乐》，以凝练的笔墨，将老中青三代乐师的形

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各具神韵，生动讲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活起来的中国故事。这些作品画“遗产”却不止步于历史、不

疏离于生活，在描绘平凡日常中展现了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

的步伐。

文化遗产的多元传承，也受到美术工作者关注。何晓玲

中国画《彝绣》，表现了一位绣娘向游客介绍绣品的场景。陈

继海中国画《吾道有承》，展现了一老一小共赏皮影戏的画

面。还有许多类似的美术作品，都印证了一个时代新象——

无论年龄、性别、职业如何，人们愈发愿意通过各种渠道了

解、学习传统工艺。这些作品的诞生，与我国建立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推动非遗从“保护名录”走

进“现代生活”是密不可分的。

相关题材美术作品的创作参与主体也更为多元。比如，

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举办的系列“丹青记忆 守望家园——中

国文化遗产美术展”，不仅组织美术工作者、美术院校师生参

与主题创作，还鼓励孩子们用画笔描绘身边熟悉的文化和自

然遗产，培育和引导孩子们对遗产的认识和情感。还有新华

社、国家文物局联合主办的“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平

台”，汇聚云展览、动漫、短视频等新媒体产品，丰富和拓宽了

文化遗产的展示和传播方式。众多业余美术爱好者也主动

对文化和自然遗产进行描画、研习，提炼、运用其中的标志性

造型、纹饰、符号等，并通过网络平台形成多元化的传播。

美术创作是视觉的呈现表达，形象而直观，往往能带领

观者由感性的体验进入理性的思考。正因如此，以文化和自

然遗产为题材的美术作品不仅有助于人们认识遗产的价值，

也使人们深刻感受到身边生活中的文化力量。

诠释独特智慧创造

作为对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的艺术再现，以文化和自然

遗产为题材的美术作品，体现了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蕴藏的

独特智慧，也彰显了其国际贡献。

五岳之首泰山，作为我国第一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

产，其申报成功，为世界遗产的评价带来新的标准。泰山也

是美术工作者热衷表现的题材。在崔光武油画《瑞雪初照中

升坊》中，泰山的磅礴气势跃然纸上。于亘古洪荒中仿佛静

止的宏大景观，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追求的象征，博大沉静、朴

素坚毅。美术工作者用画笔接续传递的自然之美、理念之

美、创造之美，让观者对双重遗产特殊的地质科学价值、悠久

的历史文化价值、较高的美学价值有了更加直观的体验。袁

文彬油画《留园秋色》，以斑斓的色彩描绘可赏、可游、可居的

苏州古典园林，揭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营造智慧，及其

走出国门、海外造园异彩纷呈的深层原因。

近年来，我国通过开展广泛国际合作、实施全方位遗产

保护等，为世界贡献了遗产保护的可贵经验。一些美术作品

艺术地展现了这一发展变化。比如，栾剑中国画《大运河新颜

——淮安段》，将大运河的古今之景绘于同一画面。其中，当代水

利建设工程——淮河入海水道大运河立交枢纽，作为反映遗产保

护和管理的杰作，得到画家细致深入地刻画，呈现出别致的

古韵。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不少美术工作者多次来到这里

采风，切身感受到考古遗址已如公园般美丽。在张文惠油画

《良渚古城祭坛遗址》等一批作品中，不仅可以领略良渚文明

的悠远厚重，也可以了解大遗址保护利用的中国式探索。

这些美术作品的涌现，意味着我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保

护，已不只是“名录”上的遗产保护、博物馆里的遗产保护，或

是只有身临其境才能知悉的遗产保护，而是进入了更广泛、

更多元、更具创新活力的发展阶段。人们可以经由艺术的再

创作、再呈现、再诠释而穿越时空获得感动，可以经由艺术的

提炼和表达获得启示，可以经由数字传播等获得沉浸式体

验，不断加深理解与共鸣。美术作品这扇“窗”，让更多的人

看到绵远悠长的文化古韵、人文内涵，感知扑面而来的生活

气息、崭新面貌。 （作者为中国文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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