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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画艺术源远流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世界艺术百花园中绽放异彩。今年暑期，一些美术馆聚焦漆

画艺术推出主题展览，彰显艺术魅力，展现时代气象，引发观展

热潮。

立足传统 赓续文化精神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漆的国家，浙江萧山跨

湖桥遗址发掘出土的漆弓，实证中国漆艺至少有 8000 年以上的

历史。漆艺也成为人类最早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其发展深深

烙下文化“胎记”。

中国现代漆画，脱胎于传统漆器工艺，肇始于 20 世纪 20 年

代，是一门年轻的画种。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李芝卿、沈福文、庞

薰琹、蔡克振、王和举、乔十光等一批漆画开拓者的努力，以及传

统艺人的不断探索，漆画历经从器皿髹饰到纯绘画形态的转变，

实现了观念突破和语言转换，确立了自身的绘画审美理念和造

型语言体系。进入新时代，漆画创作呈星火燎原的发展态势，其

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审美特质受到更多人的认可和喜爱。“问漆

——福建省美术馆馆藏漆艺术作品展”便从多角度呈现了工艺

之漆走向艺术之漆的历程。展览陈列作品近百件，展示了不同

时期漆画艺术的创新探索。同时，策展方对传统漆艺的原材料

和制作流程进行了扎实深入的研究和梳理，并将其呈现于展厅

中，使观众在欣赏作品的同时，能够深入了解漆画艺术的创作传

统和风格演变。

漆画以漆为主要媒介，运用各种入漆材料，通过堆漆、刻漆、

镶嵌、雕漆、彩绘、泼洒、变涂、磨漆等不同表现手法和工艺来实

现丰富的艺术效果。漆画富丽温润、婉约庄重、神秘深邃的东方

审美意蕴和绘画艺术语言，是区别于其他画种的重要特点。漆

是画的根基，画是漆的灵魂。当代漆画创作者坚持发挥漆画的

材料特性，彰显大漆艺术语言魅力，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佳漆

在秦’陕西省第二届漆画作品展”上，胡玉康《和谐曲》在充分释

放材料张力的同时，将传统文化元素、民间剪纸语言等融入漆画

创作，构图独特、色彩丰富，辅以装饰手法，散发出浓郁的民族风

情。“第十届黑龙江省漆画作品双年展”中，不少作品以北方雪景

为表现对象，运用不同艺术手法营造宁静冷逸的审美意境。像

白斌与付巍分别以写实主义风格创作的《墨水寒山》和《融雪》，

均以扎实的造型、蛋壳镶嵌的艺术手法，展现东北大地银装素裹

的胜景，抒发创作者内心情感，传递自然诗意之美。

汲古出新 彰显时代气韵

近年来，漆画创作者在深研传统的同时，努力创新艺术表现内

容和形式，为漆画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在近期漆画展上，各地漆画

创作的最新成果得到集中呈现，从中可一窥漆画艺术发展趋向。

把握时代主题，深入生活现场，在实践中升华艺术构思，是

新时代漆画创作的重要面向。在中国美术家协会漆画艺术委员

会举办的学术品牌展览“第六届全国漆画展览”中，参展作品题

材兼涉大好河山、工业建设、百姓生活等，既体现了创作者对社

会发展的敏锐观察和精准捕捉，也反映了创作者倾情抒写时代、

热情讴歌人民的艺术自觉。比如，常山《青春舞曲》和陈郁菲《独

处亦清欢》，均关注当代都市生活，善于将年轻人细腻、复杂的心

绪融于画面之中，表达创作者独特的艺术感受。张高俊、欧阳涛

合作的《东方大港·红霞》则描绘了大型渔船停靠在码头休息的

场景，大漆温润厚重的特质与画面温暖静谧的基调相映衬，折射

出新时代的美好生活。

秉持开放包容的创作理念，漆画作品表现形式日趋多元。

许多漆画创作者不断吸收、借鉴其他绘画语言优长，并将其引入

创作，拓展了漆画艺术表达空间，这些特点直接投射在展览作品

中。有的运用具象写实手法、抽象表现手法，有的借鉴装饰手

法、民间美术形式，还有的引入新材料、新观念，斑斓多姿的面貌

充分展现了漆画艺术的包容性和创造力。例如，在“‘黄河安澜’

第二届陕西、山西、甘肃三省漆画邀请展”上，胡杰彬《城门》尝试

突破传统边界，打破固化的艺术观念，运用意象化表达，探索充

满个性化的艺术语言，画面肌理营造出丰富的质感，增强了作品

的艺术表现力。在“第八届安徽美术大展漆画展”“2023 江苏漆

画邀请展”等展览上，参展作品或画或刻，或磨或染，或拼或贴，

力求在创新中找到漆画工艺性与绘画性之间的平衡点，充分彰

显漆画的特殊魅力与韵味。

近期漆画艺术展的举办，既为系统性梳理中国漆画艺术的创

作历程与成功经验提供参考，也为漆画创作和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壮大队伍 激扬青春活力

自 2014 年举办的第十二届全国美展正式为漆画设立独立

展区以来，漆画创作队伍不断壮大，地域风格逐渐形成，多地美

术家协会纷纷成立省级漆画艺术委员会，引导漆画繁荣发展。

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漆画专业，教学体系日臻完善，青年人才不

断崭露头角。在近期漆画艺术展上，漆画创作队伍年轻化趋势

更加明显，漆画传播范围不断扩大。

青年是漆画未来发展的中流砥柱，是推动漆画实现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力量。近些年，全国美展漆画展获金、

银、铜奖的创作者大多不满 40 岁，体现了漆画创作队伍以中青

年为主力的特点。近期漆画艺术展上，也有不少优秀作品出自

青年漆画创作者之手。漆画是脑力活儿，也是体力活儿。一幅

用大漆绘制的 1 平方米左右的漆画作品，需要反复上漆、干透、

打磨，通常要两个月才能打磨推光完成。若再制作漆板特殊肌

理，所花费的时间精力便更多。展览中，一些 2 米见方的漆画作

品，常常出自在校学生或年轻漆画创作者之手。这些大制作、大

气象的作品，令人不禁赞叹后生可畏。因此，不少地方专门举办

青年漆画创作展，如“新青年 新漆象 新态度——广州青年美

协漆画艺委会漆画作品邀请展”“青春·再现：2023 青年漆艺术

家海上邀请展”等，彰显中国漆画艺术的青春活力。

透过近期漆画艺术展的举办地不难发现，漆画创作的地域覆

盖面正持续扩大。除了在漆画创作方面具有传统优势的福建、江

苏、广东等地，山西、广西、陕西、甘肃等省份的漆画创作亦呈突飞

猛进之势。“‘黄河安澜’第二届陕西、山西、甘肃三省漆画邀请

展”，连接起沿黄地区的漆画创作者，掀起一次创作高潮。“第六

届全国漆画展览”则是全国性漆画展览首次在西南地区展出，为

推进西南地区漆画创作、研究、交流和人才培养提供有力支撑。

一个个漆画艺术展，反映出新时代的漆画艺术在创作、研

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均焕发崭新面貌。当然，这些面貌仍呈现

“发展中”的特征。在表现重大题材和宏大叙事、提升人物画创

作水平、完善学科建设等方面，漆画艺术依然有很大进步空间。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作更多弘扬

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优秀作品，中国漆画艺术任重道远。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漆画艺术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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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画《暖意》，作者张玉惠。

▲漆画《游弋》，作者杨理稳。

▲漆画《宝妈》，作者龚毅。

▲漆画《东方大港·红霞》，作者张高俊、欧阳涛。

版式设计：蔡华伟

“作不一样的农民画。”

走在重庆市綦江区，无论是从艺

三十余载的“泥腿子”创作群体，还是

年 轻 的 85 后 传 承 者 们 ，口 中 都 时 常

念叨起“李毅力”这个名字以及他的

名言。

重庆市工艺美术大师、綦江土生

土长的农民版画家李成芝至今难以忘

怀：20 世纪 80 年代初，民间绘画在各

地蓬勃兴起，美术专业出身、时任綦江

文化馆干部的李毅力等人，与四川省

美术家协会、四川美术学院、重庆市群

众艺术馆等单位的专家一道，在东溪、

赶水等十来个乡镇办起农民版画创作

班。短短两年，便培训了 300 余名农

民版画创作者，为繁荣綦江农民版画

积蓄了人才力量。如今，綦江已拥有

上千名农民版画创作者，其中，骨干创

作者 100 余人；成立 6 个创作团队及产

业研发团队；一批优秀作品远赴重洋

在 4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出……

为啥子是版画？

“明清年间，綦江就有制作木版年

画的传统，先用刀在木板上刻出图案，

再纯手工拓印成作品”，别看如今说得

头头是道，参加创作班前的李成芝，还

是个与艺术“绝缘”的农村姑娘，“一边

种地，一边‘舞刀子’，不是刻年画，而

是每逢‘赶场天’到集镇上给人剪头

发”。可巧，赶场赶上了创作班招生，

李成芝从此撂下剪刀，拿起刻刀。

“綦江农民版画在继承传统木雕

技艺基础上，大量吸收巴渝民间石刻、

布贴、挑花、刺绣、蜡染、剪纸等艺术特

色，再结合现代审美加以提炼、升华，

不断消化、探索、创造。”年近七旬的李

毅力回过头来说，“作不一样的农民

画，就是要发掘属于綦江的强烈生活

味和鲜明地域性。”

走进具有地标意义的綦江农民版

画院，《苗家姑娘》《晨曲》等綦江农民

版画初兴时的一批代表作静静陈列，

大胆新奇的构图、简洁明快的表现手

法、稚拙天真的艺术风格、原始而又现

代的装饰意味，形成一种极富视觉冲

击力的美感，越看越动人。

与传统木刻版画不同，綦江农民

版画以一版多色的粉印版画为主。究

其缘由，有人说是粉印版画比较经济，

同时降低了版画技术难度易于普及；

也有人说，在性格热辣耿直的巴渝人

民看来，一版单色有些偏“素”了——

“淡抹”不得行，“浓妆”才对头！

玩笑归玩笑。除了艺术形式，綦

江农民版画的表现主题也充满“巴渝

味道”。“赶场、秋收，养鸡、斗牛，挽线、

纳凉，山歌、吹打……数不尽的灵感就

像潮水一样涌进脑壳，画不尽身边俯

拾皆是的乡土生活。”李成芝说道。

转型，赋予綦江农民版画更旺盛

的生命力。

21 世纪初，一批民间农民版画家

在坚持“原始感”的同时，开始尝试“大

主题”“大场景”创作，李成芝便先后完

成了《民间十大节日》《家乡的歌》等组

画。从过去呈现个体亲历的乡土生活

片段，到有意识地从更宏观的视角对

巴渝地区特色农耕文化加以归纳、总

结、再现，綦江农民版画的艺术层次更

上一个台阶。

近些年，綦江农民版画的创作主

题和表现形式进一步拓展。

徜徉于綦江农民版画院精品陈列

室，一些“领异标新”的“枝头春红”引

人瞩目：孟传平《荷》，黑白色调、质朴

典雅，一改人们对于农民画“大红大

绿”的传统印象，而内容又是巴渝农村

常见之景，源于乡土，高于生活；桂焕

勇《远古的巴人》，将创作主题延伸至

民间文化的渊薮；一旁，黄袁媛《天长

地久》更是“野心十足”，作品原型基于

当地考古发现的“綦江龙”化石，雕刻

的时光尺度已逾亿万年。

“过去表现农村丰收题材，可能画

一位孃孃挑着竹筐沿街叫卖脆李，如

今随着城镇化进程，这样的场景就得

变成孃孃在手机前直播带货了。”山东

大学工业设计系主任、教授刘燕打了

一个形象的比方。她关注、研究现代

民间绘画多年，曾多次到綦江实地调

研，“随着时代发展，綦江农民版画创

作需要不断聚焦新生活、新风尚，在扎

根民间艺术沃土的基础上，真正体现

时代变迁和当代精神。”

不仅是綦江农民版画，在刘燕看

来，现代民间绘画既要避免题材守旧、

过度重复过去的生活场景，也不能失

去自身特色、变成“无根之木”，“必须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培育澎

湃的内生动力。”

所有创新，都是为了更好地传承。

年轻的受众呼唤新作品，年轻化

的创作者恰好回应了新需求。去年，

新任綦江农民版画院院长，是毕业于

四川美术学院版画系的 80 后河北姑

娘刘月。

“上学时，我就多次跟随老师到綦

江写生，对农民版画有很深的感情和

共鸣”，研究生毕业后，刘月毅然决定

扎根綦江，从基层干起，“面向全区 21
个街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和 104 所中

小学开展农民版画普及推广，每年培

训的中小学生就有数万人次”。为了

支持刘月的事业，她的丈夫也选择从

重庆主城区来到綦江工作、定居，因版

画结缘这片充满希望的热土。

多年来，在许多“刘月”的努力下，

綦江农民版画薪火相传、弦歌不辍。

綦江区小学、初中、高中均开设了版画

课 ，每 年 辅 导 创 作 版 画 作 品 3 万 余

件。以农民版画为主题的公共文化服

务 活 动 每 年 惠 及 市 民 10 余 万 人 次 。

如今，走在綦江街头，广告招贴、施工

围挡，处处可见农民版画元素；走进路

边店铺，聊起农民版画的技艺和历史，

男女老少大都略知一二，一刻一拓间

的乡愁，已流淌进綦江人的血脉……

说来很巧，李成芝和爱人当年也

是因农民版画创作班而相识、相守。

如今，两人的女儿也在綦江文化馆工

作，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一边从事

农民版画创作、创新，一边参与打造东

溪版画艺术街。

綦江蜿蜒流过的东溪古镇，一座

座版画创作基地、体验馆等正如雨后

春笋般拔地而起。

6 年前，正在东溪书院街小学读

五年级的邓巧灵，在学校版画社里第

一次接触到农民版画，“刻画、上色、拓

印的快乐，让我十分着迷。”后来，到綦

江城区上中学的她，每年寒暑假都会

回到东溪，在版画馆里重温美好，“许

多城里的老师来这里传授技艺，镇上

的艺术氛围越来越浓，我还带同学们

来体验过版画制作，大家都觉得很有

意思。”不仅是东溪古镇，还有古剑山

版画艺术村、上厂村农民画室……乡

村文化振兴的画卷，在綦江愈发靓丽。

看着女儿在东溪老街传承技艺，

看着“邓巧灵”们一刻一拓间陶醉其中，

李成芝仿佛遇到了 30多年前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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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画《中国棉花》，作者孙思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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