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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画 历 史 源 远 流

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

古代中国画有些散落在世

界各地，有些因保护难度

大不得不被封存在博物馆

库房，让人们很难有机会

欣赏。正在中国国家博物

馆举办的“盛世修典——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

展”和近期举办的“盛世修

典 赓 续 文 脉 再 铸 辉

煌”研讨会，以多种方式让

这些民族文化瑰宝跨越时

空、汇聚一堂，构筑起纵贯

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绘画

史恢宏图景，体现出活化

文化资源的重要价值和时

代意义。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

编撰出版历时 18 年，终于

成就一部皇皇巨著。我们

知道，唐代编过《历代名画

记》，宋 代 编 过《宣 和 画

谱》，清 代 编 过《石 渠 宝

笈》，而这一次，是中国历

史上第四次大规模实施书

画 整 理 和 编 纂 工 作 。 从

《宋画全集》到《元画全集》

《明画全集》《清画全集》和

《先秦汉唐画全集》，这些

传世珍品由“画”入“书”、

由“书”到“展”，为学习研

究中国美术史提供了全面

的图像素材。展览名作名

家荟萃，作品题材技法丰

富，无论是人文山水、写意

人物，还是工笔花鸟；无论

是 巍 峨 山 川 、寒 岩 积 雪 ，

还 是 簪 花 仕 女 、烟 火 市

井，在展览中都有精彩呈

现。同时，这次成果展的

展 陈 设 计 也 暗 含 许 多 巧

思，例如把同一位作者不

同时期的画作放到一起，

或者把同一幅画作的历朝

历代临摹和再创作作品放

到一起，或者把中西不同

画法的画作放到一起，甚

至将真伪难辨的名画放到

一起，既方便人们对比研

究，也让观者在同一空间

中可以领略不同时空中国

画的千姿百态。所以，“中

国历代绘画大系”的编撰

出版，是一场摸清中国画

家底的浩大工程，可谓是

“集大成之功”。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

以坚持 18 年的文化长跑，

成为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

高质量典范。在展出的画

作中，我们能看到古人对

田园生活的向往、对美好

生活的祈愿、对自然万物

的敬畏、对人生境界的追

求 。 画 作 里 中 华 民 族 对

真、善、美的永恒追求，激荡起每一个观展人心中的文

化情怀。“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编撰出版的深层意义正

在于，挖掘文化瑰宝背后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使其在时代变革大潮中焕发

跨越时空的魅力和生命力。

与以往不同，这次现场展出的画作并非原作，基本

都是等比例复刻或放大呈现，但其清晰度以及印刷的

精美程度堪与原作媲美，为观众提供了观摩原作细节

的可能。不知画幅之小无以体会精细之妙，未见卷轴

之大无以感受恢宏之势，这无疑是浏览高清画册无法

获得的深度体验。例如展览中引人驻足的《千里江山

图》，在放大两倍后又经展陈灯光的映衬，使青绿山水

的色彩更加鲜明动人，草木房屋、人物船只、绿水涟漪

清晰可见，让人叹为观止。在展览结尾，还设有沉浸式

数字体验空间，那些画中的意境、意象在空间中被点

亮，在光影中“活”了起来，让观者沉浸其中，感受传统

文化与现代科技的奇妙融合。这一切要归功于“中国

历代绘画大系”团队对数字科技的灵活掌握与运用。

《历代名画记》《宣和画谱》《石渠宝笈》等前人的经典文

献，大都是通过文字著录、摹临仿造等方式保存图像信

息，而“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整理有了科技赋能，实现

了全面数字化的复原和共享。

借助新技术、新方式、新工艺等，曾经的文化辉煌

得以再现，“沉睡”的文化宝藏再次大放异彩。“中国历

代绘画大系”的实践和探索表明，在深入挖掘、传承中

华文明基因方面，中国画

具有广阔空间；在激活传

统文化资源，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方面，数字科

技大有可为。

（作 者 为 中 国 文 艺

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

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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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里的中国，江山如画。各行

各业在新征程上踔厉奋发。美术工

作者同样在路上。一场 场 美 术 展 览

和 美 术 盛 会 ，宛 若 春 花 在 各 地 竞 相

绽放。

春节过后，各类精彩的美术展览

接踵而至。近期开幕的线下美术展

览和启动的创作项目中，有一种现象

值得关注：中国画作品展密集举办，

在全国性展览中占比近一半；重大主

题性美术创作中，中国画的地位日益

凸显。作为民族艺术的中国画，传承

千年文脉，历经百年沉浮，在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彰显独特价值。

在 北 京 ，“时 代 新 象—— 中 国 艺

术研究院国画院第五届院展”在中国

工艺美术馆举办。展出的 241 幅（套）

作品，涵盖国画院 48 位画家的新作，

以及 106 位历届特聘创作研究员和特

邀画家的佳构，既是对新时代精神气

象的笔墨书写，又体现了中国画的文

脉传承。

在郑州，“第五届全国中国画展

览”燃爆郑州美术馆新馆，开幕当天

即接待观众 1 万余人次，单日观展人

数纪录不断刷新。190 幅入选作品和

150 幅 特 邀 作 品 ，讴 歌 时 代 ，礼 赞 人

民，全面展现当代中国画的学术面貌

与创作态势。作为中国画领域五年

一届、代表最高艺术水准的全国性展

览，“第五届全国中国画展览”掀起观

展热潮，不仅反映出民族艺术从绘画

题材、技术语言到艺术风格都得到了

极大丰富，更折射出人民群众的审美

水平不断提升、对高质量文化供给需

求旺盛。

在 广 州 ，“时 代 温 度—— 当 代 中

国画学术邀请展”亮相广东画院。来

自天南地北的 90 余位艺术家的佳作

汇聚中国近现代美术发展的前沿阵

地，集中呈现新事物、新材料、新观念

带来的艺术变革，展开一场南北中国

画创作研究的交流互鉴，通过对笔墨

精神的传承、对中华文化的弘扬、对

时代人文精神的描绘，彰显文化自信

自强。

以 博 物 馆 等 专 业 机 构 为 主 体 的

组织创作模式，作为新中国美术创作

传统，在主题性美术创作中依然发挥

着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为配

合陈列之需，国家博物馆在重要时间

节点，曾先后组织过 4 次较为集中的

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产生了诸如

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石鲁的《转战

陕北》、叶浅予的《北平解放》、詹建俊

的《狼 牙 山 五 壮 士》等 一 批 经 典 之

作。近期，为了更好配合博物馆基本

陈列改陈工作，补充具有时代特征的

美 术 作 品 ，中 国 国 家 博 物 馆 特 启 动

“基本陈列改陈美术创作”项目，以中

国 画 为 主 ，创 作 一 批 主 题 性 美 术 佳

作，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展陈的审美

功效。

领略中国画之美，不仅能使人感

奋 于 时 代 精 神 ，陶 醉 于 中 华 美 学 风

范，还可以通过内在的审美观照，赓

续文脉、凝聚人心。这是中国画作为

民族艺术的魅力和生命力所在，也是

中国画作品展的价值所在。正如中

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冯远所说，兼具

学术高度与艺术品位的中国画作品

展 ，彰 显 当 代 中 国 画 创 作 的 学 术 价

值、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时展览

对整体创作面貌的系统展示及有效

梳理，为研究与思考民族艺术的生态

与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参照。

为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文旅部、中国文联、中国美协等部

门和机构及 200 多名美术工作者，围

绕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美术新篇章，

进行深入研讨。

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作为终

身课程，不断开掘现实题材美术创作

的创新表达，不仅绘就波澜壮阔的新

时代画卷，也坚定了美术界“抓创作、

出精品”的信心。据中国文联党组成

员 、副 主 席 、书 记 处 书 记 诸 迪 介 绍 ，

2023 年，中国文联将重点开展“讴歌

新时代，书写新史诗”主题创作活动、

制定“中国文联年度重点创作目录”，

加强重大示范性创作项目的组织实

施和创作扶持等。中国美协也将梳

理新时代主题性美术创作成果，组织

“美术里的新时代”主题展览；继创作

“ 数 风 流 人 物 —— 功 勋 模 范 主 题 绘

本”之后，围绕提高原创儿童图画书

质量组织新创作；与延安市共建“延

安版画艺术中心”；启动新时代青年

艺术骨干培养计划——“双百工程”，

在“以展览带创作”的基础上，着力提

升美术创作的组织化程度和专业化

水 平 ，催 生 更 多 文 质 兼 美 的 艺 术 精

品，增强主流美术的传播力、影响力，

积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艺力量。

全面备战第十四届全国美展，加

强顶层设计，形成融通合力，成为美

术界的共识。中国美协主席范迪安

强调：“明年恰逢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

和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 10 周年，在此

之际举办第十四届全国美展，是检阅

新时代中国美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契机。”各地美术工作者纷纷建言献

策：举办主题性展览要进一步明确学

术目标，提前部署创作指导，加强美

术评论的批评力度和美术理论的学

术 引 导 ，为 新 文 艺 群 体 提 供 更 多 培

训、写生、参展的机会……全国美展

的组织模式也成为美术界讨论的焦

点。人们对全国美展寄予热望，折射

出时代对经典的呼唤。

如今，包括设计、公共艺术、数字

艺术、建筑等在内的“大美术”，不仅

服务于党和国家重大庆典活动、主场

外交活动、重大标志性活动，还将触

角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促

进城乡建设“蝶变”中发挥作用。这

是新时代美术的鲜明特征，更是美术

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引擎。据中

国美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

书长马锋辉介绍，协会将继续加强 27
个专业艺委会的学术建设，充分调动

艺委会近 700 名委员的积极性，更好

服务社会，并增设数字艺术委员会、

公共艺术委员会，“希望艺委会以此

为新起点，充分发挥在美术领域中的

团结引领、创作引领、学术引领、价值

引领作用”。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志

愿服务精神推动着广大文艺工作者

深入基层、服务人民、引领风尚的生

动实践。2023 年，中国文联拟组织实

施文艺志愿“双万工程”，推动一万名

文艺工作者下基层，为基层培养一万

名文艺骨干，进而带动基层文艺社团

的建设。中国美协率先组织“志愿服

务团”，开展“中国美协美术家美育志

愿者行动”计划，带动各级美协会员

对接基层需求，结对子、种文化，使追

求德艺双馨在美术界蔚然成风，更好

发挥新时代美育的引领作用。

阔步新征程，广大美术工作者正

以饱满的激情，描绘大美中国的精彩

画卷，书写美术事业的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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