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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城市更新有序推进，城

市规划建设从粗放型外延式发展转向集约型

内涵式发展。城市空间的改造，为美术创作

带来丰富灵感和宝贵素材。美术工作者真切

感受着时代脉动，捕捉城市更新中的点滴变

化，用饱含情感的画笔绘就多彩图景。

彩绘幸福生活

开展老旧建筑和设施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

和公共设施适老化改造……持续改善的居民

基本居住条件，既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舒适度，

也丰富着美术作品的内容。像罗陵君油画

《春阳里，走进春天里》和宋立欣中国画《美丽

新疆之古韵新居》，不约而同聚焦城市中的宜

居改造。两者均采用新旧对比的方式构图，

使人能够直观感受旧街老屋新生的可喜变

化。特别是前者，充分利用色调的冷与暖、笔

触的粗粝与细腻之间的反差，体现老式弄堂

翻新的蜕变，成为百姓住得更安心、更舒心的

幸福缩影。

集文化休闲、体育健身、社区综合服务等

为一体的便民生活服务圈，更全面地满足了

居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需求，这些新变

化在美术作品中也得到生动呈现。比如，管

国瑜油画《邻里客厅》和张剑油画《夜市变样

了》，分别用巧妙的场景构图、热烈的色彩和

生动的人物造型，展示了百姓丰富多彩的休

闲生活，以及更精准、更精细的城市社区治理

和服务。画中的人们或在社区邻里中心动情

歌唱，或在焕然一新的夜市中闲聊私语。通

过这些作品不难发现，大批美术工作者正自

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多角度描绘人民生活

质量的不断提高。

推动城市更新，促进城市精细化管理，离

不开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合理运用。

王伊楚中国画《“智慧城市”来了》，用极具科

技感和未来感的艺术手法，展开一幅生动的

“万物互联”城市画卷：一张由终端、信息、数

字等构成的巨大的“网”，在城市上空交织。

艺术化的画面构成和意象营造，展现了科技

高速发展与智慧城市建设相辅相成的时代

图景，也反映出美术工作者面对科技进步、

城市更新，在创作思维、视觉传达等方面的与

时俱进。

点染乡愁记忆

近年来，城市更新更加重视保留城市记

忆，彰显地域文化特色，许多历史街区串珠成

链，一座座文化地标异彩纷呈。行走在城市

中，古今交融的胜景激发着美术工作者的创

作热情，他们通过描绘生活中熟悉的人文景

观，唤起人们的共同记忆，延续城市的历史

文脉。

传统民居建筑见证着城市的发展变迁，

彰显着城市的文化魅力与人文内涵。许多美

术工作者聚焦富有代表性的民居建筑，展现

传统民居建筑保护的新成果，传递城市的人

文气息和温度。比如，林容生中国画《三坊七

巷》与闫肃中国画《衢巷将晚》，分别以福州的

坊巷建筑、北京的四合院为对象展开创作，彰

显古老民居的现代活力。这一南一北两处极

具地域代表性的栖居图景，既是对人间烟火

饱含深情的礼赞，也寄托了美术工作者童年

记忆深处的情感。两幅作品之所以能够触动

观者心灵，不仅在于作者对地域风貌的细致

刻画，更在于画家对“乡愁”的深度挖掘和真

挚表达。

特色鲜明的历史文化街区，涵养着城市

与众不同的精神气质，也体现着人们对历史

文化保护和传承的高度重视。像洪健中国画

《永不拓宽的街道》，选取上海老街复兴西路

上的一景，以三联画的形式，借助“名人故居

整修”“旧电话亭”“共享单车”等细节叙事，展

现老街的历史记忆与时代风采。李青稞中国

画《宽窄人生》，则以淡雅的笔墨，勾勒成都历

史文化街区宽窄巷子人头攒动的热闹景象。

画面中，表演川剧变脸的艺人、街头击鼓的音

乐人等，无不展现出这座城市对文化遗产的

传承和保护已融入百姓生活，渗入城市肌体。

透过这些美术作品可以看到，城市更新

的维度更加多元，既注重对厚重历史的保护

与呈现，更强调文化遗产与当代生活的深度

融合。

谱写绿色诗篇

如今，“开窗见绿、出门见园”已成为不少

市民身边的风景。越来越多自然山水融入城

市空间，铺就城市文明的生态底色，也为美术

作品增添时代亮色。

不少美术工作者聚焦城市公园等公共空

间，巧绘“城市生态客厅”的美丽蝶变。比如，

在姚凤中国画《春水碧天梦江南》中，虽未出

现人物，却通过对滨水步道和共享单车的描

绘，艺术地诠释了低碳、绿色、健康的全新城

市生活风尚。作品中，悠然自得的鸟群以及

清新洁净的江水、湿地，充分展现了城市滨水

景观营造的空间之美。王舟华中国画《美丽

家园·生生不息》则通过描绘摩天大楼幕墙下

一群白鹭栖息于树丛间的生动场景，缓缓展

开一幅生机盎然的城市家园画卷。

无论城市如何变迁，河流都是其重要组

成部分。纵横交错的水系，不仅赋予城市蓬

勃活力，也滋养着画家的创作。孙灵的四联

版画《希冀之河》便以城市河流为主题，通过

多场景、多视角的切换，呈现苏州河经过治理

后的新面貌。画作中，蜿蜒的碧水与现代城

市 景 观 相 融 共 生 ，尽 显 城 市 生 态 的 和 谐 之

美。姚思敏中国画《锦江秋色》的诞生，则源

于画家在城市生活中的切身体验。当看到飞

翔的鹭鸶掠过秀美的江水，金黄银杏与青瓦

朱楹相映生辉，画家忍不住提起画笔，以长卷

记录下这动人的景象。淋漓的水墨使现代都

市多了一抹朦胧韵致。

对城市绿色空间和自然景观的描绘，既

反映出当代美术工作者对生态环境保护与建

设的高度关注，也为山水城市留下了多彩的

视觉记录。在这一系列创作中，“城市山水

画”作为年轻的绘画类型，其表现题材和创作

技法伴随城市更新而更新，在一定程度上推

动了传统山水画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为当代美术创作提供了借鉴。

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美术作品，充分展

现了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中的生动实践、显著

成就和精彩故事，揭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正在不断变为现实。当前，我国城市更

新进程中仍有丰富的现实素材不断涌现，值

得美术工作者持续挖掘与深耕。期待美术工

作者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让作品

更加贴近时代和生活，让城市画卷尽显“更

新”之美。

（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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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14 日，我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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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书记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

要有学习前人的礼敬之心，更

要有超越前人的竞胜之心，增

强自我突破的勇气，抵制照搬

跟风、克隆山寨，迈向更加广阔

的创作天地。”这样的重要论述

令我印象深刻且颇有感触。对

于中国画而言，在深入研究艺

术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十分必要。

开始学画时，我就喜欢中

国画里的人物画，特别喜爱中

国画特有的笔墨韵味。笔墨，

使 中 国 画 具 有 了 特 殊 的 生 命

力。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

中国画的风格如何多元，笔墨

都承载着最有活力、最有价值

的“文化基因”。

自上大学以来，我一直坚

持创作水墨写意人物画，并在

其中寻找笔墨之道。记得大学

一年级时，有次素描课的内容

是去山东沂蒙山写生，回到学

校后，我根据自己的所见所感

和速写记录，利用课余时间创

作 了 水 墨 写 意 人 物 画《山 娃

娃》。画作中，一群山里的孩子

在放学路上聚在一起，讲述抗

战故事。这幅作品后来入选了

江苏省的展览，并发表在刊物

上 。 我 却 并 未 因 此 而 感 到 满

足。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的

创作转向古装工笔人物，我的

本科毕业创作《水浒组画》和研

究生毕业创作《扬州八怪》，虽

然先后获得第六届、第七届全

国美术作品展银奖，但并不能

令我完全满意，因为我还是想

用真正属于自己的写意笔墨去

画现实生活里的人物。终于，

我决定放下工笔，专心研究水

墨 写 意 人 物 画 。 1998 年 ，我 创 作 了 水 墨 写 意 人 物 画《战 洪

图》，表现解放军战士奋不顾身抗击洪水的情景。该作获得第

九届全国美术作品展优秀作品奖，成为我的“水墨雕塑”的首

次亮相。

“水墨雕塑”并非凭空而出，而是在深研传统笔墨造型经

验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的产物。我用水墨“写”出物象的体积

感，在笔墨造型的质感上做加法，在写意语言的构造上求转

型，在绘画意趣的取向上谋新境，经历了十多年步履艰难且屡

遭挫败的探索过程。在此期间，我努力厘清、修正自己对传统

中国画笔墨的误读，摒弃由此养成的诸多陈规。同时，我深入

体会、感悟传统中国画写意笔墨的自然法度与科学精神。我

逐渐认识到，中国画特有的写意笔墨是很讲求科学性的，那些

法度的形成皆因崇尚自然、师法造化。无论是山水画里的“三

远法”“披麻皴”，还是人物画里的“十八描”，都是经过对自然

形态“传移模写”转化构建而来，都是仿生式的笔墨提炼。我

进而领悟到，其实中国画从来都不排斥写实，也非常讲究空间

关系，就像线条不等于笔墨一样，追求写意绝不等于背弃写

实，写意是中国画特有的写实方式。在我看来，中国画传统中

确立的勾、皴、点、染等技法，好似写意笔法的分解动作，它们

提示我，造型的各层次轮廓与体块，完全可以在写意笔墨表现

中，似建筑的整体浇筑那样，化零为整、一气呵成。

笔墨可以跨越时空，它属于传统，也属于现代和未来。《战

洪图》之后，我的“水墨雕塑”创作除了继续围绕人物题材展

开外，也开始向花卉、禽鸟、鱼虫等题材拓展，意在提升笔墨

对不同造型的表现能力，打通笔墨与题材之间的界限。这也

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标。我不断尝试，创作了“鱼鹭”等多个系

列作品。

近些年，围绕百幅“战士”系列展开的创作，进一步加深了

我对笔墨的理解。这一系列作品以我的父亲——一位新四军

老兵，与同他一样视死如归、奋力抗战的将士们作为表现对

象，结合浓淡灵动的笔墨，塑造出一系列英雄形象。为了在创

作中有充分的依据，我收集了一万多张相关老照片，反复认真

研究照片上的人物神态、服饰装备和场景气氛，用心揣摩每一

个吸引我的细节，尽力用简洁青涩的笔墨，绘出每一位战士眉

宇间的淳朴与不屈，以及那从容身影背后的硝烟味道。这次

创作经历，既令我难忘，也使我的心境和技艺得到一次净化和

升华，让我明白：笔墨里的风骨境界是从人的内心流淌出来

的，心里有什么，笔下就有什么。

长期以来，我的中国画创作一直保持着研究的状态。我

始终相信，传统中国画里还有许多深藏着的奥秘没有被解开，

这为中国画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留出巨大空间。新时

代呼唤新笔墨，以紧随时代的笔墨不断激发新的艺术创造，是

美术工作者应有的责任担当。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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