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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

力量的优秀作品，培育造就大批德艺双馨的文学艺

术家和规模宏大的文化文艺人才队伍。”画院，是我

国自古以来独有的文化机构，自五代正式设立，两宋

达到鼎盛。新中国成立后，画院在文化建设中肩负

起独特使命，在“出作品、出人才”上发挥着重要作

用。近些年，各地画院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方面

作出表率，积极发挥美术服务社会的功能。

作为各地画院创作成果的一次大检阅，4 月 20
日至 6 月 20 日，“第八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在

山东美术馆、济南市美术馆、山东画院美术馆 3 个场

馆同步展出。1100 余件作品，涵盖各地画院组织的

新作，不仅展现了老、中、青三代美术工作者丰富多

元的艺术面貌，也彰显了他们守正创新的艺术追求，

为观众献上一场“艺术的盛会”，为洞察中国美术的

创作现状、思考高峰之路打开一扇窗。

聚焦重大主题 展现时代新貌

漫步展厅，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书法、篆刻

各艺术门类，皆展现出崭新气象。尤为引人注目的

是，创作者以饱满的激情、精湛的技艺，通过小切口

表现大主题，描绘新时代的壮丽山河，聚焦经济社会

发展成就，体现出新时代各地画院美术工作者的价

值追求与使命担当。

“大国重器”亮点纷呈，脱贫攻坚成就举世瞩目，

这些时代新象都在展览中得到体现。例如，张辉君

油画《蛟龙入海》、沙永汇版画《北斗》等作品，折射出

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孔紫中国画《戈

壁滩》和刘云中国画《美丽乡村》，分别借助植树造林

的人物群像塑造、新农村景观的宏阔描绘，展现了彪

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以画笔表现时代精神、家国情怀，拓展着中国美

术的创作手法和艺术空间。像孔维克中国画《雪野

大川进行曲》，捕捉奥运健儿的矫健身姿，以充满动

感的构图，传递北京冬奥会“一起向未来”的理念。

林蓝中国画《梦澳门 1999》，以澳门特别行政区区花

——莲花为意象，在彩墨晕染中寄寓对粤港澳大湾

区的美好愿景。

表现奋斗者的精神风貌，成为广大美术工作者

致 敬 新 时 代 的 主 要 方 式 。 王 发 荣 中 国 画《众 志 成

城》，以山水画的形式，将重庆山火救援中消防员的

身姿、民众自发参与救援的场景定格在画面中，众志

成城、共克时艰的精神令人动容。刘少宁中国画《青

春的誓言》，则描绘了 6 位整装待发的武警战士，英气

勃发的精神面貌传递出报国为民的使命感。刘红杰

油画《开路先锋》、黄熙雕塑《大国工匠》等，皆体现了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精神。

作为品牌展，连续举办八届的“全国画院美术作

品展览”，架起了各地画院沟通交流的桥梁，更强化

了价值引领，让“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蔚然成风。越

来越多美术工作者将采风写生和日常生活中的真实

感受融入创作，用画笔描绘时代的伟大变革、家国的

宏大叙事，并在细节、技艺、情感方面不断深化，拉近

与观众的距离，吸引观众驻足并细细品味艺术之美。

回归写意传统 融入当代审美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成为各地画

院美术工作者走好从艺之路的根本遵循。在不断回

归中国画写意传统的过程中，通过艺术探索，把中华

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亦成为各地画

院美术工作者的创作自觉。这在本届展览中也得到

清晰体现。

对中国画笔墨语言的探索，是美术工作者守正

创新的着力点。田黎明的《远方》清新优雅。他将中

国画传统“没骨技法”，运用到人物与山水的描绘中，

色彩表现既有传统韵味又具当代审美，画面充盈着

中国式审美的独有诗意。周京新的《鱼》是他众多鱼

戏作品中的一幅。大尺幅的画面上，他仅以淡墨绘

出一条水平游动的银龙鱼。鱼的骨骼结构清晰可

辨，浑然天成。这是他不断探索笔墨技法、获得惊人

表现力并形成个人风格的结果。

借古开今，打通了不少中国画创作者的艺术创

新之路。方向的《桂林山水》将城市山水与自然山水

相结合，中国山水画“可居可游”的“心游”概念进一

步视觉化，达成传统在当代的转化，以及个人艺术风

格的新突破。刘万鸣的《破叶经霜》画幅巨大，着墨

不多，却不显空泛，从追求高古格调转向兼具当代审

美趣味。

广泛汲取古今中外的艺术养分，体现出新时代美

术工作者的文化自信。高云的工笔人物《梦·鱼乐》，

继承传统人物画技法，并融合现代艺术观念，沉静的

美感表达传统又现代。李传真的《安塞腰鼓》采用了

敦实的人物造型，并通过舞动的红绸强化画面构成

的现代感，通过写意的手法打破写实的僵化感，丰富

了作品表现力，避免了脸谱化。牛克诚的《山河锦

绣》，既体现了对中国画色彩传统的回归，又融合西

方色彩与造型元素，自成一派，颇具敦煌艺术神韵。

从展览中，可以感受到各地画院美术工作者坚

持守正创新、孜孜求索的艺术精神。他们的创作，接

续传统，属于今天，也指向未来，让民族艺术不断开

创新境、焕发新生。

深化理论研究 优化创作机制

“出作品、出人才”是画院的根本任务。在“第八

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开幕的同时，还举办了聚

焦主题性创作的学术论坛、29 家画院院长共商新时

代画院建设的工作会议，分享创作和组织经验，深化

理论研究，探索画院创作新机制。

新时代以来，各地画院将重大主题创作列为工

作重点，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创作和理论研讨活动，引

导美术工作者走出画室，走向广阔生活。例如，中国

国家画院围绕“一带一路”、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黄

河文化、北京冬奥、长江等一系列重大主题展开集体

创作；河北画院为弘扬太行精神，开展“走进太行”系

列活动，至今已举办 14 年，共组织创作美术作品 3000
余幅；湖南省画院以课题研究式的创研方法，“一人

一题”开展“人文湖湘”美术创作工程；新疆画院深入

实施“文化润疆”工程、“旅游兴疆”战略，连续举办

“奋进·决胜”“新疆是个好地方”“雄关漫道”等主题

美术作品展；广东画院以“大作”培育工程为抓手，组

织实施“广东改革开放实践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并

协同广州美术学院、广州画院、广州雕塑院成立“广

东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借由这些主

题性美术创作项目和工程的实施，各地画院美术工

作者进一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画笔描绘在时

代大潮中发现的感人故事，发挥了良好示范作用。

作为美术创作与研究机构，未来各地画院如何

强化理论研究，建立明确的评价体系，解决诸如用哗

众取宠来取代艺术创新等问题？如何深化、丰富对

于主题性与主旋律的理解，不断开掘新题材？如何

更好实现各地画院资源共享、平台共建、创作联动？

如何增强艺术的感染力与影响力，提升优秀作品的

数量与质量？如何以更有力的举措扶持青年人才？

这些都成为各地画院讨论的热点话题。目前，从国

家画院到省市画院，画院的青年美术工作者数量众

多，但还未成为创作主力。透过本次展览不难发现，

有一定数量的青年美术工作者作品呈现同质化倾

向，缺乏打动人心的力量。尤其是在人物题材表现

上，亟须探索有思想深度、艺术高度、情感温度的艺

术表达。

两年一届的“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已经成

为各地画院推动创作、发现人才的重要抓手。相信

未来各地画院将进一步形成合力，共同探索中国美

术的高峰之路。

（作者为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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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于革命烽火、与时代和大众紧密相连的新

兴木刻版画，以深邃的思想、严谨的造型、精湛的技

艺、自成体系的艺术面貌，体现着中国近现代美术高

擎民族精神火炬、吹响时代前进号角的豪迈气概。

黑白木刻纯粹、率真、概括、有力的艺术语言，深

深吸引了我，并让我沉浸其中 40 余年。在我看来，黑

白木刻语言与笔墨、色彩等艺术语言相比毫不逊色，

尤其是在重大主题美术创作中，更彰显别具一格的

艺术魅力。我与黄静教授合作、历时 3 年创作完成的

黑 白 木 刻 版 画《大 兴 调 查 研 究 之 风》，就 是 生 动 例

证。作品镌刻百年党史中的大事件，入选“不忘初

心 继续前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

型美术创作工程”。

如何用版画语言表现重大主题？我们采取“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方式，在思想上深刻理解主题，

在行动上践行“大兴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自 2018
年起，我们用两年时间查阅大量资料，先后奔赴 8 省

市相关展览馆、博物馆、纪念馆，8 次深入乡村，考察、

调研、采访、录音、拍照、写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

动，采访历史的亲历者——90 多岁的老支书等典型

人物，深度体验生活，寻找历史遗迹。此次行程累计

1.3 万多公里，拍摄、整理图片上万张。功夫不负有

心人，我们收获了大量真实感人的故事，掌握了丰富

的人物形象、生产工具等资料，更深刻地认识到调研

和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内涵和意义。

黑白木刻版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宽 5.1 米、

高 3.4 米。巨大的尺幅、厚重的主题，令创作充满挑

战。为使作品生动反映党史，我们四易画稿。前三

稿通过不断调整构思，表现典型事件、鲜活人物，逐

步深化主题。在专家组指导的基础上，第四稿的内

容进一步丰富——初冬艳阳高照，四川大巴山区农

村院坝里，男女老少济济一堂，78 个普通人物形象神

态各异，村干部在向村民了解农业生产情况，村妇联

主任在为大家发放妇幼保健读物，村民们在热烈交

流。整幅画面乡土气息浓郁，生动展现了密切的干

群关系和朴实无华的民风民情。

在注重体现深厚主题内涵的同时，我们着力增

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艺术手法上，为了探索黑白

木刻在主题性美术创作中的现实主义表达，画面空

间构成整体对比强烈，黑白节奏分明、层次丰富，场

景环境多样，局部细节真实。众多人物分组叙事，主

次有序、相互关联。粗犷凝重、酣畅淋漓、大刀阔斧

的木刻技法，既突出人物造型的鲜活生动，又呈现出

强烈的视觉张力，体现了浓郁的时代气息，在主题性

美术创作中探索出一种黑白木刻大写意表现手法。

作品以朴素、纯正、深沉的厚重感，弘扬正能量，

提振精气神，让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焕发时代

光彩，也让我受到一场精神洗礼。

（作者为西南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传承木刻艺术 绽放木刻魅力
戴政生

▲蛟龙入海（油画） 张辉君

▼北斗（版画） 沙永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