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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事关国计民生，水利题材一直是新中国美术

创作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水灾害防治、水资源节约、水生

态保护修复、水环境治理，书写了中华民族治水安邦、

兴水利民的新篇章。聚焦我国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坚

实步伐，美术工作者用画笔绘写一幅幅治水兴水新

画卷。

绘重大工程护安澜

修水库、筑大坝、固堤防……近年来，一批重大水

利工程陆续完工，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全面推进，为

保障江河安澜增添底气。发扬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当

代美术工作者走遍大江南北，将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

新面貌绘于笔端，在艺术风格、语言、造型等方面呈现

出崭新时代气象。

作为跨流域跨区域配置水资源的骨干工程，南水

北调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不少美术工作者实地探访南水北调工程，深入

一线采风，以丹青华彩咏颂这一伟大工程的壮美雄姿

与重大意义。其中，张炀、刘英宏、杜海涛、张忆菲合作

的油画《南水北调·穿越黄河》，再现了南水北调东线穿

黄隧洞工程的火热建设场景。画作采用广角透视与三

角形构图相结合的方法，巧妙突出两个焦点——隧洞

与建设者，通过温暖的色调、硬朗的艺术风格，生动诠

释了南水北调这一“进行式”的创作主题。

大坝高耸，清水奔流，一批新建设的水电站让滚滚

绿电点亮万家灯火，也为美术创作带来新题材。比如，

王建水彩画《国家力量：建设中的白鹤滩水电站》以完

全由我国自主设计、制造、安装的白鹤滩水电站为表现

对象，用明澈清丽的艺术语言，展现这一水电工程的壮

美宏图。

一些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的重大水利工程，如今

依然发挥着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在当代美术工作者

画笔下呈现出新的造型趣味和风格取向。以张少泉油

画《刘家峡水电站》为例，画家没有遵循传统的历史性

叙事，而是以轻松洒脱的笔调、浪漫旖旎的色彩，彰显

水电站新姿。透过刘杰油画《三门峡大坝》等作品可以

发现，画家均注重在回望光辉建设历程的同时，以画笔

抒写发展新境。

赞水网织密惠民生

群众喝上放心水，生产用上节约水，乡村引来幸福

水……如今，我国水资源供给的保障标准、保障能力、

保障质量不断提升，美术工作者通过多元形式，记录我

国水支撑能力不断提升的新局面，表现人民群众持续

增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透过一些美术作品，不难看到居民饮水安全状况

明显改善。比如，骆根兴连环画《水甜，日子会更甜》，

以简洁生动的艺术语言，讲述了“全国脱贫攻坚楷模”

荣誉称号获得者刘虎在身患癌症情况下，依然坚持奋

战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伽师县城乡饮水安全工程一线

的感人事迹。李向阳油画《饮水思源》通过描绘上海市

青草沙水源地原水工程建设成就，展现上海市民饮用

水质量的提升。画面中，青草沙水库如同镶嵌于长江

口的一块翡翠，璀璨而内敛，温润而清透，侧面反映出

当代城市的美好生活。

打造宜居水环境是城乡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越

来越多的美术工作者将家园美景绘于画卷，留下时代

印记。像陆庆龙油画《平江水巷》、翁凯旋油画《水墨同

里系列之二》等，皆以江南水乡风景入画，白墙黛瓦的

民居与碧绿清澈的河流相映生辉，体现出水与城的和

谐共生关系。以江苏书画家为主创成员，来自大运河

沿线各省市 15 位书画家参与创作的《中国大运河史诗

图卷》，立足表现大运河全域。画家们历时一年半时间

描绘大运河的“前世今生”，突出展现了大运河新貌。

画卷以全新的视角，从时间、空间、文化多个维度，勾勒

了大运河长达 2500 余年的开凿与发展历史，既磅礴开

合，又细致入微，诗书画印相合，使水利题材中国画创

作焕发新活力。

展江河迤逦新面貌

“晴山如黛水如蓝，波净天澄翠满潭。”近些年，各

地区各部门加强河湖生态修复，实施河湖水系整治，完

善治理体系，清理整治侵占河湖突出问题，我国江河湖

泊面貌为之一新。浩荡奔涌的长江黄河、一望无际的

粼粼碧波，无不激发着美术工作者的创作热情。

一批美术工作者倾注大量精力与心血，描绘长江

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像李劲堃、

林杨杰、莫菲、黄涛共同创作的中国画《长江之歌》，以

宏阔视野展现了长江中上游宽广的地貌，三峡大坝水

利工程、长江大桥等代表性景观尽收其中，长江之水百

转千回、奔流不息。在勾、皴、点、染、积等多种手法的

综合运用中，万里银涛入青山的磅礴气势跃然纸上，长

江经济带的旺盛生命力奔涌而出。董继宁中国画《汉

水情长》则以充满诗意的笔墨，描绘了长江第一大支流

——汉江的旖旎风光。作品中，清澈的汉水蜿蜒流淌，

一艘艘小船航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洋溢着城市发展的

活力。

一些美术工作者从不同角度描绘当代黄河新貌，

抒发敬仰与眷恋之情。如王克举油画《黄河之果洛草

原》用色绚丽醇美，其动人之处不在于刻画黄河磅礴的

气势，而在于展现其优美的生态以及对土地的滋养。

沙永汇版画《智慧黄河》选题紧随时代，反映了在新一

代信息通信技术驱动下，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向着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新态势。作品形式新

颖，在构图、造型方面更加大胆，赋予传统创作主题

新美感。张宜、何怀雨合作的中国画《见证安澜》，则

着 眼 人 与 河 的 关 系 ，展 现 黄 河 安 则 天 下 安 的 主 题 。

画面中，10 多位生活在黄河沿岸的百岁老人或立或

坐，神态安详。他们身后，滔滔黄河水奔腾而过。作

品透过这些老人的视角，将新时代的黄河故事娓娓

道来。

更多美术工作者聚焦身边河湖生态环境的改善，

以画笔传递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

理念。像傅玉婵版画《春风又绿江南岸》以绿色为主色

调，刻画出江南水田的秀美风光，体现了统筹推进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成效。

不断涌现的水利题材美术新作，既勾勒出当代中

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幸福长河，亦回望了我国水利

发展的历史长河，更开拓了艺术创新的时代长河。阔

步新征程，美术工作者将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为绘写

治水兴水新画卷再创佳绩。

（作者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绘写治水兴水新画卷
武金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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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文化建设带动

城市建设的实践中，艺

术日益成为城市转型的

重要助推器。从城市建

设到城市更新，越来越

多的美术元素融入公共

空间，以小中见大的特

质，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彰显城市特色品位，满

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从连接生活和空间美学

出发，充分发挥艺术优

势，有助于增强城市的

生 命 力 与 艺 术 的 延 展

性，以艺术的方式提升

城市文化品位、整体形

象和发展品质。

以艺术设计美化城

市公共设施，延续城市

文脉。公共设施是城市

美学的载体，也是城市

文化的窗口。如今，不

论是小型服务设施，如

路标、座椅、公交站亭，

还是大型交通设施，如

地 铁 站 、火 车 站 、机 场

等，在城市建设中都越

来越受重视。在深入挖

掘城市人文资源、梳理

历史文脉的基础上，通

过艺术手法将其丰富意

蕴转化为设计元素，运

用到城市公共设施的整

体规划中，能够有效提

升城市公共空间品质，

彰显城市品格。比如，

杭州地处江南水乡，拥

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故

其城市色调以淡雅的低

饱和色彩为主，力求体

现水墨画般的韵味。同

时，杭州城市中的部分

标识融入市花桂花、西

湖、钱塘江等代表性图

案元素，以精妙的现代设计凸显地域文化特色，使

城市魅力流淌于每一条街道。

以艺术活动融入城市社区发展，激发城市活

力。美好的社区生活，不仅在于人居环境美化，还

在于人们精神生活富足，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和文

化认同感。艺术活动成为以艺术联结人与城市的

一种有效方式。它往往由艺术家发起，通过不同

的艺术形式促进人际互动，加强社群凝聚力，提升

艺术修养，丰富城市文化生活。像在北京市西城

区杨梅竹斜街，艺术家团队利用闲置空间创新打

造“胡同花草堂”，收集废弃容器作为花盆，鼓励居

民通过养花、种菜等活动增进交流。随着居民参

与度日益提升，邻里关系更加融洽，社区环境得到

显著改善。这一艺术实践也为城市历史文化街区

有机更新提供了新方案。在上海市虹口区广中路

街道，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的师生团队走入社

区，与居民深度交流，用艺术的方式记录百姓故

事。同时，团队通过手绘等方式改造垃圾桶、宣传

垃圾分类理念，使艺术真正服务大众，提升居民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多种艺术活动的开展，

为人们提供了新的交流途径，为闲置的社区空间

注入文化活力，使城市文化建设的主体不再只是

艺术家，而是每一位身处其中的居民。

以艺术作品点亮城市空间，塑造城市品牌。

城市品牌建设不仅需要开展城市色彩规划、城市

标识设计等，更需要令人印象深刻的城市“艺术名

片”。如大众熟知的城市雕塑《黄河母亲》《五羊石

像》《开荒牛》，分别代表了兰州、广州与深圳的城

市文化、历史和精神。从体量上看，这些雕塑虽不

如大型建筑醒目，却以独特的艺术创造成为几代

人的共同记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对城市的

认识。优秀的艺术作品，还可以搭建起公众与城

市对话的桥梁。比如地铁空间的艺术创作，越来

越注重对地域文化历史的挖掘。通过艺术的形式

将其提炼、放大，可以提升地区知名度、强化人们

记忆。像长春地铁一匡街站内的大型壁画《工业

记忆》，将齿轮、转轴、管道等工业生产中具有代表

意义的机械元素加以组合、重构，辅以长春工业机

械制造史，向来往的行人讲述着工业留给这座城

市的珍贵印记。与之类似的还有北京地铁清华东

路站的《学子记忆》、深圳地铁红岭北站的《深圳记

忆》等一批以“城市记忆”为主题的地铁公共艺

术。这些作品巧妙诠释站点所在地的文化底蕴，

将地铁站化为小型展馆，让艺术空间化、空间艺术

化，使人们进入地铁站时，就能通过具有独特文化

气质与审美取向的艺术作品，了解该地的人文历

史，感受城市文化的丰富多彩。

如今，各地正在有序推进城市更新，这为城市

设 计 和 公 共 艺 术 的 融

合 发 展 带 来 新 契 机 。

统 筹 运 用 不 同 门 类 的

艺术，共同参与城市空

间、视觉、文化等多层面

的生态建构，将为城市

带来更多人文气息与发

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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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刘杰油画《三门峡大坝》。

图②：张少泉油画《刘家峡水电站》。

图③：陆庆龙油画《平江水巷》。

图④：王建水彩画《国家力量：建设

中的白鹤滩水电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