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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画是美术的重要门类。我国有着悠久

的壁画创作传统和丰厚的壁画艺术遗存。近

年来，随着城市建设步伐加快，壁画艺术蓬勃

发展。新时代，如何顺应社会所需，进一步发

挥壁画作为公共艺术的多重价值，成为摆在

美术工作者面前的新课题。近期，各类壁画

艺术展相继举办，既是对壁画创作传统的回

顾和梳理，也是对当代壁画创作成果的检阅，

同时为深化壁画的创作实践、理论研究、文化

传播等，提供有益启示。

创新传承连古今

传统壁画蕴含着独特的美学精神和文化

内涵。以历史经典促进当代壁画创作、涵养

大众审美，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有效途径。近期的壁画

艺术展便着力在这些方面进行探索。

敦煌壁画是中国传统壁画的代表。通过

多种手段进一步挖掘、展示其审美韵味和价

值内涵，成为近期壁画艺术展的亮点。正在

安徽省美术馆展出的“敦煌壁影——壁画与

数字艺术展”吸引大批观众，许多年轻人在展

厅中流连忘返，惊慕于中国壁画之美。同样

引起社会热烈反响的，还有不久前在北京民

生现代美术馆举办的“文明的印记——敦煌

艺术大展”，应观众强烈要求，该展展期延长

了两个多月。两个展览之所以能够打动广大

观众，除了敦煌艺术本身所具有的东方艺术

神韵，还在于展览都尝试向技术借力，依托数

字化等新的载体与媒介，采用更加现代、通俗

的形式，以更加立体、多元的视觉方式来挖掘

和展示敦煌艺术的美学意蕴，梳理中国壁画

自成体系的理论和技法，努力做到经典性与

时代性并重。像“敦煌壁影”展览通过历代敦

煌守护者所临摹的 30 余幅敦煌壁画作品和

沉浸式空间，让观众深刻感受敦煌壁画独具

特色的线、色、纹样、构图，以及其中的历史文

化内涵，体悟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走进历史

经典背后的广阔艺术世界。

在历史长河中，壁画艺术形成了多样化

的地域“景观”。近期壁画艺术展，也从多角

度、多方位揭示了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一

批来自各地的传统壁画开始走进大众视野，

展现近年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取得的

成就，以及壁画艺术绚丽多彩的面貌。比如

“泽州万像——山西晋城古代彩塑壁画艺术

文物展”等，充分展示了当地传统壁画的文化

特性、传承模式与审美情趣。各地珍贵壁画

的集中亮相，让观众在家门口就能与经典“相

遇”，领略多元文化之美。

从古到今，壁画一边传承着悠久的民族

艺术传统，一边紧密联系社会与生活。对壁

画创作者而言，只有深刻理解中国艺术精神，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以艺术之美生动抒

写时代气象。展览，正是沟通古今的桥梁。

扮靓城乡添韵味

城乡建设日新月异，新的建筑空间是美

术工作者施展才华的舞台 ，壁 画迎 来 新一

轮创作热潮。如何强化壁画的艺术张力，更

好体现其作为公共艺术的多重价值，讲好中

国故事？近期壁画艺术展以主题策划做出

回应。

全国性展览是促进艺术交流、彰显价值

导向的重要平台。近期，中国美术家协会壁

画艺术委员会通过举办全国性学术展览等系

列活动，践行艺术主张，强化专业引领。作为

壁画艺委会成立近 40 年来首次举办的届展，

“2022 中国壁画作品展览”以“中华民族一家

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汇聚 26 件特

邀作品和 191 件入选作品，展现了当代壁画

创作整体水平。这些作品题材丰富，既有反

映重大历史主题的《丝路百景》《赤壁之战》，

也有表现社会发展新貌的《礼赞新时代》《逐

月》，还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美敦

煌》《齐风泱泱》，以及探索材料和形式创新的

《书山有路》《风·雅·乐·颂》等。多元的艺术

面貌，展现了当代壁画追求科技与艺术相融

合 、传 统 技 法 与 创 新 工 艺 相 结 合 的 创 作 生

态 。 正 在 河 南 省 美 术 馆 展 出 的“ 大 河 不 息

——全国壁画艺术邀请展”，以 100 余件作品

体现了各地美术工作者在河南考察传统壁画

后，围绕“黄河文化”“中原文明”等主题展开

的多样探索，体现出写生、考察与创作相结合

后主题表达的不断深化。

一些区域性、地方性壁画艺术展，在反映

城乡发展成就的同时，也促进了地域文化交

流。比如，“空间的璀璨——上海壁画邀请

展”展示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近年来

的创作成果。其中，既有反映共建“一带一

路”等重大主题的重点创作，也有聚焦长三角

高质量发展、传统文化“活起来”的优秀之作，

传统与现代互彰、历史与文化并重。“乡村振

兴·城市更新——2022 重庆市壁画艺术作品

展 ”则 向 观 众 展 现 了 壁 画 艺 术 赋 能 乡 村 振

兴、助力城市更新的独特作用。不同地区的

壁画创作，都保留着地域文化的典型特征和

精神内核，在凸显地域艺术特色的同时，丰富

壁画艺术面貌，奏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新

乐章。

紧随时代绽生机

壁画作品体量庞大、制作工艺复杂、创作

周期长，加之许多上墙的壁画无法移至展厅

完整展示作品原貌，所以举办壁画展览比其

他画种更为困难。但近期接连举办壁画艺术

展览和学术活动，反映出城市高质量发展对

更具文化内涵、时代美感的壁画创作的迫切

需求。

一系列壁画艺术展的成功举办表明，回

应时代召唤，锻造精品、铸就新时代新经典，

不仅要主动了解当下大众对公共艺术的认

识和理解，通过符合当代审美、人们喜闻乐见

的形式进行艺术创作，还要承续深沉而厚重

的历史文脉并进行艺术创新 ，谱 写 当 代 华

章 。 壁 画 创 作 不 能 简 单 等 同 于 商 业 设 计 。

只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遵循

壁画艺术创作规律，处理好科学和艺术、实

用和审美、感性和理性之间的关系，才能创

作出具有鲜明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的优秀

作品。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

演进，美术工作者理应继承前辈勇于探索创

新的勇气，在学术体系建设上加大力度，让壁

画真正与时代同行。像“2022 中国壁画作品

展览”展出期间，全国高等艺术院校专家学者

就美术学科建设深入研讨，为推动高校壁画

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贡献智慧。同时，该展

突破美术馆藩篱，在云南昆明多处公共空间

大屏上滚动播放展览作品，以当代传播媒介

扩大壁画的社会影响力。这些实践为壁画走

向大众、实现创新发展积累了经验。

未来，壁画拥有无限发展生机。期待广

大美术工作者把握好时代赋予的机遇，进一

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深研传统，以开阔的

视野大胆探索，以精益求精的态度磨炼技艺，

让壁上丹青焕发新光彩。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壁画艺术委员

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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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杭 州 亚 运 会 倒 计 时

100 天 前 夕 ，“ 浙 里 石 榴 红

共绘亚运梦”民族（农民）画

长卷捐赠仪式及作品展在杭

州亚运会博物馆举行，献礼

杭 州 亚 运 会 。 14 幅 主 题 长

卷之一——《余东画村迎亚

运》，便出自浙江省衢州市柯

城区沟溪乡余东村农民画创

作者之手。

余东村，因画而兴、因画

而 名 ，800 多 名 村 民 中 就 有

300 多 人 是 农 民 画 创 作 者 。

凭借农民画的蓬勃发展，沟

溪乡入选“中国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

走进余东村，仿若置身

调色盘中。560 多幅用色绚

丽、题材丰富、风格各异的农

民画，被绘在道路沿线白墙

黛瓦间。绿水青山、小康之

家、丰收景象……一路行、一

路景，意趣盎然的乡村生活

绘于墙上、跃然眼前。

农民画的发展，在余东

村 始 于 20 世 纪 60 年 代 末 。

村中自古多出能工巧匠，工

匠们的精工美艺和匠心精神

代代相传，为余东农民画的

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村里

爱画画的人也不少，村民郑根良就是其中之一。 70 年代初

期，20 岁出头的郑根良看见天上飞机飞过划下一条漂亮的白

色云迹，就赶紧用画笔画下来，并把画作送给当时的衢县文化

馆的专业老师看。“想不到农民也有这样的创作热情。”文化馆

提议举办衢县业余美术创作学习班。

业余美术创作学习班的举办，让郑根良等绘画爱好者的

专业能力有了不小提升，也让余东农民画的种子在田间地头

发芽。2003 年，余东农民画创作协会成立，农民画家有了自

己的组织。越来越多的农民画爱好者加入协会，学习创作。

骨干画家从最早的 6 位逐步发展到目前的 48 位。这批土生土

长的村民从当地民间墙围画、灶头画等艺术形式中汲取养分，

开展农民画创作。他们白天拿锄头，晚上拿笔头，把卧室当画

室，把门板当画板，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用画笔表达着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丰富精神生活的追求。

从创作内容来看，余东农民画以自然风光、民俗风情、劳

动场景等为主，近年来，表现新时代新生活的作品不断增多。

从艺术特点来看，余东农民画构图大胆、手法夸张、色彩奔放、

想象奇特，泥土味、生活味跃然纸上，呈现俗中见雅、拙中见

美、变中求趣的艺术效果。“剪纸构图，刺绣风格。”余东农民画

创作协会会长郑利民认为，余东农民画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

画风。

新时代以来，余东农民画与新农村建设一路同行，村里的

文化艺术氛围越来越浓郁。余东村用农民画装点村庄，既保

留了乡村建筑文化肌理，也促进了文化艺术与生态环境的有

机融合。村里还新建了乡村美术馆，以展示农民画作品为特

色，进一步带动农民画创作，增强创作者的自豪感和认同感。

除了乡村美术馆，美术图书馆、直播助农的村播馆、擦亮南孔

文化名片的南孔文创馆等也成为网红打卡地。沟溪乡乡长彭

欣荣高兴地说：“近年来，‘红色根脉强基工程’助力乡村振兴，

农民画上墙，未来乡村创建，多姿多彩的农民画与美丽的山水

田园相映生辉。”

农民画不仅为余东村注入生机活力，还促进了产业发展、

村庄和谐、文明提升，极大增强了乡村凝聚力。为进一步加强

农民画创作、展示、交流、研究，余东村将专业美术工作者“请

进来”，建立个人研学工作站，开展美术研学活动；鼓励农民画

家“走出去”，积极参与各类全国性赛事、展览，不断提升创作

水平。余东村还开办线上艺术学院，邀请农民画家线上授课，

让民间艺术滋养更多美好心灵。“在余东村党支部带领下，村

子以农民画为主体，推动形成‘农民画+文创+旅游+研学’的

新型文化产业链，走出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共建共享共富的

新路子。”余东村党支部书记余晓勤说。

艺术点亮乡村。余东村民把文化种在土地上，种在生活

中，也种在自己的梦想里。把人文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和群众幸福指数，以文化引领乡村振兴，余东村正绘就一幅老

百姓“口袋腰包鼓鼓、心里幸福融融、脸上笑容盈盈、身上自信

满满”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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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马赛克镶嵌，作者杨清泉。

▲余东农民画文创产品设计“创意背包”，作者谢名言。

▼余东农民画文创产品设计“模拟乡村拼图”，作者龚孜蔚。

图片均为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文旅体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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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姹紫嫣红》，真丝挂毯，作者程犁。

▼《壮乡诗话》，马赛克镶嵌，作者李岩、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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