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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现代化。”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农业现代化取得巨大成就，迈上了新台

阶。行走在神州大地上，美术工作者用妙笔捕捉田

间地头新气象，挖掘乡土文化新内涵，展现现代农

业蓬勃发展的活力。

反映高质量发展新成果

在以农业为主题的新时代美术创作中，不少作

品通过多元描绘，生动反映农业由增产导向向提质

导向转变取得的成果。

农田新风光，折射着时代发展步伐，也丰富了

美术创作内涵。黄海蓉油画《十里春风》，便以平整

连片的土地为主体，通过俯视的视角，绘就了一幅

田野风光与农村新居相融共生的优美画卷。通过

画面，观者可以想见“田成方、林成网、渠相通、路相

连”的高标准农田的壮美景象。陈树中油画《2020·
扶贫基地的收获时节》，则以充满现场感的描绘，展

现了马铃薯产业带动村民脱贫致富的成果。小生

产连接大市场。作品将马铃薯生产与运输销售场

景统一于画面中，侧面反映“菜篮子”供应充足，以

小见大地将乡村振兴和国家繁荣发展的宏伟画卷

联系起来。

近年来，农业加快构建与二、三产业交叉融合

的现代产业体系，很多美术工作者以此为着眼点进

行创作。像沙永汇版画《玉米工坊·黑土地上的新

脱贫》，艺术地表现了东北新农村进行鲜食玉米产

后加工的场景。作品以巧妙的构图，将两个叙事场

景衔接起来：画面左侧，众多村民正将剥好的玉米

进行装箱处理，远处一望无垠的田野喻示着东北优

势产区玉米产量稳定；画面右侧，农民合作社或家

庭农场正在对玉米进行初步加工。农业产业化、集

约化的勃勃生机溢于画面。

渔业转型升级、畜牧业发展质量提升等，也为

美术工作者所关注。比如，刘懿中国画《民生工程

——舟山鱼篮子》，借助渔民忙着装箱的背景烘托

和渔民现场称重的趣味表达，展现渔业提质增效成

果显著。吕剑利版画《天山脚下新牧场》，则以粗犷

的艺术语言，表现了水草丰美的牧场美景。在对农

林牧渔全面发展的多彩描绘中，农业题材不断拓

展，百姓生活的殷实图景跃入眼帘。

展现科技兴农新气象

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科技兴农

的新气象，也点亮了美术创作。很多美术工作者用

饱含真情的画笔，歌颂“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

农业科技工作者，描绘新型农业技术和设施装备广

泛应用的场景。

水稻基因组学研究及应用国际领先、主要农作

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经过几代农业科学家

呕心沥血的努力，我国现代种业不断取得创新突

破。可喜的成绩，感染着美术工作者。陈健雕塑

《袁隆平》，以朴实的手法，塑造了袁隆平蹲在稻田

里、专注观察稻穗生长情况的场景。主人公穿着长

筒靴，双手轻抚着丰满的稻穗，眼神深情而自信，形

象惟妙惟肖，感人至深。

农业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发展成就，在美

术工作者笔下更具张力、意蕴更为悠长。像黎墨的

中国画《喜秋》，可谓是我国农业机械化向全程全

面、高质高效升级的缩影。画面右侧，一台大型联

合收割机轰鸣向前，金黄的稻谷颗粒归仓、稻秆粉

碎还田，一群可爱的鸭子在田间穿行；田野上空，一

台农用无人机正在播种作业；远处崭新的民居错落

有致、汽车往来穿行，画面充满生趣，洋溢着活力。

透过作品，观者既可以感受到田间地头激荡的科技

动能，又能够想见隐身在农业科技装备后面的新型

职业农民的智慧和风采。

“向设施农业要食物。”随着科技发展，设施农

业大力推进并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徐苗苗水彩画

《新农村系列之一——水蛭养殖》便聚焦现代农业

新生事物——水蛭养殖。整齐排列的养殖池成为

画面主体，远处屋舍俨然、山脉绵延，成为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生动写照。苗再新中国画《红红火火》和

肖丰、吴青油画《青春——马良镇青茶育苗精准扶

贫项目纪实》，将目光转向大棚种植，通过不同角度

的描绘，表现设施农业发展新步伐。这些作品反映

了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绿色高质高效的技术

模式。

现代农业星火的传递，离不开广大脚沾泥土的

科技特派员。赵建平、徐伟灵创作的油画《江苏最

美奋斗者——赵亚夫》，表现了赵亚夫专注科技兴

农、以农富农的奉献精神。田野中，他手拈一株庄

稼苗，向围拢在身边的乡亲们细心讲解，乡亲们一

边记着笔记，一边露出会心的笑容。一个略显稚气

的小女孩幸福地看向远方，预示着乡村未来充满希

望。地上一篮熟透的果实，烘托了科技兴农主题。

彰显绿色发展新活力

绿色兴农，让农业的生态底色愈发鲜明。在面

向大自然的写生中，山清水秀、天蓝地绿的绿色交

响，激发了美术工作者的创新灵感，一批优秀作品

成为农业绿色发展的视觉礼赞。

有的美术工作者以抒情的语言，展现更加清洁

的农业产地环境和更加美好的农村生活环境。比

如，陈健油画《金秋鸟瞰》，采用高空俯瞰视角，用大

色块概括地表现了上海崇明岛金色的田野。在调

色盘般的图画中，优美的生态环境充满诗意，令人

向往。柯希仑中国画《党建兴村——乌云山》，通过

艺术提炼，以三联画的形式，将乌云山村的有机茶

园、有机蔬菜以及平整的柏油路、崭新的民居、物流

中心大厦等元素融入同一画面，大面积绿色调的运

用，使绿色兴农主题鲜明。

有的美术工作者以开阔的意境，凸显农业生态

系统养护修复成果。在张建国、陈光明、张彦合作

的油画《塞上粮仓》中，规整的农田、蓬勃生长的农

作物与远处葱茏的林木相应和，既赋予画面韵律之

美，又体现了林田相依的生态之美。农业文化遗

产，兼具农业经济、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多重功

能。近年来，我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举世瞩目

的成就。有感于哈尼梯田“森林—村寨—梯田—水

系”四素同构造就的生态奇观，张路江在写生基础

上创作了油画《阳光下的红河梯田》。画面表现了

光影下“云上梯田”仙境般的美景，一片片梯田顺山

势蜿蜒，农人、云雾、森林交相映衬，农业文化遗产

的壮美景象尽收眼底。

坚持绿色发展，不断拓展农业功能，促使休闲

农业、体验农业、观光农业、创意农业等新业态涌

现，既丰富了乡村产业发展、生态建设、文化振兴的

内容，也为美丽乡村建设增添亮色。周仲铭版画

《在希望的田野上》，便生动描绘了农业观光旅游的

红火场面，展现了农业绿色发展新活力。

从农业质量和综合效益，到科技兴农、绿色兴

农，美术工作者不断描绘现代农业的华彩篇章。

（作者为农民日报高级编辑）

描绘现描绘现代农业华彩篇章代农业华彩篇章
程天赐程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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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到无比振奋。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故步自封、陈陈相因谈

不上传承，割断血脉、凭空虚

造不能算创新。要把握传承

和创新的关系，学古不泥古、

破法不悖法，让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

泉。”我在中国画创作和主题

性美术创作组织工作中，对此

深有体会。

继承与创新，是美术界反

复探讨的话题。实际上，继承

与创新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

面”，创新往往是对艺术传统

的发现、挖掘和领悟。“外师造

化，中得心源”，中国画本质的

传统实际是创造性传统。

对中国画传统的认识，不

能囿于文人画体系。像中国

人物画，就有着汉唐以来的工

笔画传统。尤其是那些丰富

的壁画遗存，更代表了中华民

族在与世界交流中所创造的

文明成果，折射着蓬勃向上的

时代精神。当把中国画传统

溯源至古老的壁画时，就会骤

然打开一个更加开阔、磅礴、

跨地域、多元化的艺术世界。

如果说，学习纸绢本的工笔画

传统是进行工笔画创作的必

经之路，那么，研究早期壁画

传统，则可以使我们获得更多

艺术创造的自由与灵感，更深

刻感悟中华美学的审美境界。

得 益 于 对 中 国 画 传 统 的

深入研究，我在继承传统的基

础上不断取得新突破。早在

上大学时，我就开始关注古代

壁画并进行临摹，其富有特色

的施色、造型以及艺术风格和

精神气度，都启迪了我对中国

画的认知。用心不深，下笔即

俗。工笔人物画要开创艺术

新境，需以画家的才情、格调、心智为支撑，绘画语言也就不应

被单纯看成是技巧问题。在面向现实生活的写生中，我借鉴

了古代壁画的艺术效果，将中国工笔画的传统技法、西方绘画

中严谨扎实的造型，与当代人的审美观念相结合，创作了以

《山地》《秋冥》为代表的一批洋溢着时代气息、表现人民生活

的现实题材美术作品。此后，无论是单纯的工笔画创作，还是

“权工写以相合”，我都力求让作品呈现味厚、力厚、浑然有势

的效果，走出一条富有中国精神、民族特色、时代气息的绘画

之路。

我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以后，该院成立了工笔画院，

我担任院长。画院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工笔画研究。我

始终忘不了古代壁画对我的创作的影响。时至今日，我看敦

煌壁画时，也总会获得出乎意料的启发。所以，我也一直主张

将壁画传统引入教学。2018 年，工笔画院围绕“一带一路”重

大主题，启动“古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壁画临摹与推广项目”，以

古丝路壁画临摹与研究为主要方向，深入挖掘早期壁画中的

审美因素，为当下工笔画艺术创新打开一条宽广大道，使学生

受益良多。

如今，团队完成了对新疆龟兹、吐鲁番以及甘肃敦煌、张

掖等地区壁画的临摹，汇集了古丝绸之路壁画临摹作品百余

幅。对古代壁画的临摹复现，一方面致力于深入研究传统壁

画的造型方式、绘画观念与精神气象；一方面希望透过岁月洗

礼后传统壁画所呈现的深沉博大之美，展开对其审美价值的

新研判。在这个过程中，团队获得新灵感、研究出新材料技

法，提升了对中国绘画传统的审美认知，相关研究成果对当下

工笔重彩创新带来启发。

这种启发，如今正影响着工笔画院的创作实践，尤其是在

近年来主题性美术创作中得到清晰体现。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我带领团队用壁画的手

法，以工笔重彩的形式，先后创作了反映民族大团结的《双喜

临门》和表现海内外华人与世界友人共度春节的《欢乐春节》

鸿幅巨制。画面中的造型、构图、色彩，以及沉雄浑厚的精神

气象，皆受壁画影响。团队创作者还将自己近几年对壁画临

摹的感受，包括对创作材料的使用、艺术表现手法的理解等融

入新作之中，衍生出更丰富的工笔画语言。通过系列创作，团

队对融合壁画创作经验的纸绢本工笔画的研究创作加深了认

识，打开了更加广阔的创作空间。

挖掘、传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美术创

新的基石。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中，创作者可

以从很多角度得到新的收获和启发，真正做到学古不泥古、破

法不悖法，并不断突破自我，使创作面貌更加多彩。相信在深

入挖掘古代传统的基础上，美术工作者会用更加丰富的艺术

语言，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的美

术精品。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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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苗再新中国画《红红

火火》。

图②：黄 海 蓉 油 画《十 里

春风》。

图③：陈健雕塑《袁隆平》。

图④：黎墨中国画《喜秋》。

图⑤：徐苗苗水彩画《新农

村系列之一——水蛭养殖》。

图⑥：肖丰、吴青油画《青

春——马良镇青茶育苗精准扶

贫项目纪实》。

版式设计：蔡华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