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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七

里坪镇的长胜街上，传统古建与沿

街展卖的各色民间工艺品交织古

今两种韵味，形成素艳两种姿色。

红安绣活，便是这老街上一道引人

注目的风景。

红 色 ，是 红 安 绣 活 的 鲜 亮 底

色。长胜街上的红安绣活传习所

内，一件件极具地方特色的绣品、

一双双充满历史记忆的“红军布

鞋”，吸引着往来游人驻足欣赏。

红安原名黄安，是黄麻起义的策源

地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摇篮，新

中国成立后更名为红安。

“红安盛产‘光籽棉’，‘红安大

布’传统纺织技艺世代相传。革命

战争年代，红安妇女不光给红军赶

制布鞋，还缝制了许多鞋垫、衣服

和棉被送给战士们。”省级非遗项

目红安绣花鞋垫代表性传承人席

和玉一边教小徒弟飖飖刺绣，一边

给她讲起红安绣活的历史。如今

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的

展厅内，还陈列着红安妇女饱含深

情、千针万线制成的“千层底”红军

布鞋，展示着红安绣活独特的文化

印记。

红安县南部的太平桥镇，也有

一家红安绣活传习所，其创办者是

红安绣活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刘

寿仙。“我 8 岁时就跟着姑姑和外

婆学刺绣。我喜欢红安绣活的艺

术气息、文化味道，也喜欢这种静

心创作的感觉。”刘寿仙这一绣就

是 50 多年。

2009 年 ，在 红 安 县 委 县 政 府

支持下，刘寿仙将自家院子改造成

红安绣活传习所。在这里，轻便素

雅的农家布鞋、热烈绚丽的绣花鞋

垫以及各式各样的摆件等展现着

红安绣活的新光彩。桌旁，几位年

约四五十岁的妇女正埋头飞针走

线。像这些绣娘一样，每年到红安

绣活传习所学习的绣娘有 500 余

人，参与合作社刺绣的绣娘累计已

超 4000 名。

“刚开始，我们想给妇女做免

费技术培训，还得挨家挨户动员，

‘求人来’。”刘寿仙的女儿刘珊说，

“现在，如果我们开培训课，大家都

抢着来。”

从“求人来”到“抢着来”，红安

绣活的活力从何来？

“如果把四大名绣比作花坛中

的牡丹，那么红安绣活就像山间野

花，散发着泥土清香，带着一种独

特的质朴与浪漫。”红安县文化馆

馆长薛立花说，“红安绣活始于东

汉，兴于唐，明清以后成为盛行于

全县的乡风民俗，有‘黄安无女不

绣花’的说法。”

一根钢针、几束彩线，在绣娘

手下幻化成满载深情厚谊的美好

图案，装点着鞋垫、布鞋、童帽、枕

套、布兜、门帘、桌围等日常用品，

扮靓幸福生活。“像比较典型的绣

花鞋垫，过去常被用作定情信物。

如今，人们依然习惯把它作为馈赠

亲友的礼品。”薛立花说。红安绣

活载情载理，题材以“鹿鹤同春”

“并蒂莲开”“龙凤呈祥”等民间传

统图案居多，绣娘根据不同场合、

不同使用人群选择不同图案；工艺

涵盖丝绣、挑绣、绒绣三大类，并融

入当地“红安大布”传统纺织技艺

中的提花、印花、纳花工艺。

“红 安 绣 活 ，最 是 考 验 手 工 。

别 看 这 么 小 一 双 ，包 括 了 7 种 针

法。”刘寿仙指着一副《凤穿牡丹》

鞋垫，语气中略带骄傲，“虽然‘凤

穿牡丹’是传统图案，但我用地方

特色针法绣出来，美感就大不相同

了。这花瓣用的是参针，有一种渐

变色的效果；凤凰的脖子用的是网

针，针脚互相交错；凤凰尾巴上这

个‘眼睛’，用的是绒绣，毛茸茸的，

有立体感……”

一幅成品的诞生，既考验着绣

娘的刺绣技艺，也对其设计图案、

勾勒线稿的能力提出要求。刘寿

仙 不 断 创 新 设 计 以 满 足 受 众 需

求。“有时候，一些客户想要定制图

案，我就先在本子上起画稿，改到

满意了再动手绣。”刘寿仙一边翻

开满是图案的笔记本，一边说道。

久而久之，她的创作既有大场面作

品，也有人物肖像，还有融合民间

剪纸风格的作品。

为推动红安绣活实现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2012 年，刘寿

仙把大学毕业后在外地工作的女

儿刘珊劝回家乡。

“ 要 让 红 安 绣 活 真 正‘ 活 起

来 ’，必 须 让 它 融 入 当 代 人 的 生

活。”年轻的刘珊选择将绣活运用

到钱包、香囊、挂饰、书签等当代年

轻人喜欢的“小玩意”上，令人眼前

一亮。她还在各大平台开设网店，

帮乡亲们带货增收。

红安绣活的新生，不仅让村民

的口袋逐渐鼓起来，也让大家的内

心更充实，绣活承载的红色文化愈

发可知、可感、可近、可亲。

“欢迎大家进直播间！这双鞋

是一针一线做出来的……”手机镜

头前，席和玉热情地介绍着手中的

绣品。很少有网友注意到，她坐着

的是一个轮椅。

17 岁那年，席和玉在干农活

时不慎从高处跌落，造成高位截

瘫。在红安绣活里，她重新找到了

自己。由于腿脚不便，席和玉只能

在床上刺绣。趴着绣累了，就仰面

躺着绣；躺着绣累了，就侧卧着身

子绣。就这样，她不停绣着，绣出

自己的锦绣人生，也绣出一条非遗

传承之路。

今年暑期，一位志愿者想把席

和玉的故事拍成短视频，推广红安

绣活。没想到，席和玉因此和扮演

“童年的自己”的小演员飖飖结下

不解之缘。

初中生飖飖原本只打算为了

演好角色而临时学几天刺绣，可一

学就“上了瘾”。“席师傅，要是早点

认识您就好了，我觉得绣花可比玩

游戏有意思多了！”听到飖飖的话，

席和玉乐不可支，她将全身技艺倾

囊相授、不取分文：“这孩子有悟

性、学得快，构思和配色还有一股

特别的灵气。希望能有更多像飖

飖这样的孩子喜欢上红安绣活，让

红安绣活红起来、活起来，把红色

文化和刺绣技艺一起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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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近年来美术界掀起

“一带一路”主题创作热潮，呈现出题材多维、风格多元、

手法多样的特点。面对“一带一路”这一充满活力、内涵

丰富的主题，如何对其进行多维度审美表达，成为美术工

作者需要直面的时代课题。

在对“一带一路”主题的理解不断深化中，一些美术

工作者打破题材局限和思维定式，以富有新意的表达来

展现这一主题的丰厚内涵。不少作品聚焦近年来共建

“一带一路”的重要项目，以全景式构图铺陈宏大叙事，体

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开辟了广阔空

间。尤其是在展现中国携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促进区

域经济发展方面，一批优秀美术创作通过真实可信的人

物形象、严谨生动的造型手法和艺术意象，诠释“一带一

路”倡议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精神内核，为其未来

发展注入活力。

表现好历史时空中的当代丝路文化，是“一带一路”

主题美术创作的内在要求，也是其面向未来的重点课

题。不少美术工作者通过实地考察不断强化真实感受、

激活艺术想象，跳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然和人文

景观的简单描绘，以新视角、新思考不断破题，展现丝路

精神的深厚意蕴与时代价值。如杜大恺《雍凉吟》以大

块面的水墨构成，呈现河西走廊的苍茫厚重与勃勃生机；

胡明哲中国画《茶马古道新颜》诗意地展现当代女性的

勤劳与美好。这些创作表明，完成好“一带一路”题材，

要有根植历史、面向未来的胸襟，不断通过现实描绘挖掘

其新内涵。

以视觉语言展现“一带一路”建设的活力，是时代赋

予美术工作者的文化使命。近年来，一些新创作展现着

美术工作者的新思考，如马鑫、牡丹的油画《海上丝路新

枢纽——宁波舟山港》、柴新春油画《一带一路崛起天

山》、张相森水彩画《中欧班列始赣州》等作品，以不同视

角和艺术手法表现了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内建设工程

繁盛场景。孙博《笑迎五洲客》、任丽君《五洲四海——第

一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庞凌宇《中国—东盟博览

会》，则以大尺幅油画展现我国主场外交活动、国际交流

活动的盛况。还有一些作品致力于表现民众对“一带一

路”倡议认知的不断加深，如焦洋中国画《丝路史迹·朝宗

入海》，以少年儿童学习海上丝绸之路知识的生动画面，

展现青少年对于“一带一路”的求知热情和美好畅想。

继续推动“一带一路”主题美术创作，应进一步拓展

题材内容，深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文故实、风土人

情和日常细节，从时代价值层面展现共建活力；同时，应

深化艺术语言的美学建构，展现中华审美风范，创作出既

应时风又接地气的美术作品，强化这一主题的广度、深度

与温度，力求通过这些作品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让国

人更真切地感受世界。

期盼更多美术工作者汲取经验，以开放包容的胸襟、

“致广大、尽精微”的艺术精神，创作更多彰显中国审美旨

趣、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

优秀作品。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以审美旨趣诠释价值观念
于 洋

我自幼生长于福建。东南沿海港口众多，使八闽大

地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起点。这些年，伴随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我的家乡在经贸、文化等方面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日益频繁。历史与现实的

交相辉映，促使我投身相关主题性美术创作。

近年来，我先后参与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一

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等，根据选题完成了一些大尺幅的

中国画作品，还自主创作了一些小幅画作，希望通过“一

带一路”主题美术创作，深化对绘画技法和风格的思考，

提升用艺术反映现实生活的能力和水平，探索传统笔墨

实现当代转型的新路径。

脑中有思路，是完成好主题性美术创作的第一步。

面对宏大主题，确立构思、营构画面，将创作意图和审美

旨趣表达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作品既要突出

“重大”，又要使画面内容与真实事件相符，这需要创作者

广泛阅读资料，进行实地探访，感受文化氛围，体悟真实

情境。创作中，我并不刻意去还原某一具体事件，而是将

人物动作设计得“姿态化”“有意味”，力求使画面中的人

物和场景具有象征性，让“这一个”中包含“这一类”，使作

品更具分量。

胸中有丘壑，是创作者驾驭重大题材的必备能力。

纵观主题性美术经典，多是通过时间与空间的艺术转化，

给人“瞬间永恒化”的视觉感受。为追求这一效果，我常

在创作中以平面化的处理方式将主体与背景统一起来，

并通过疏密、聚散、虚实等变化，营造空间秩序感。比如

在《海丝交响》创作中，我将与“一带一路”建设有关的场

景组合于同一画面中，强化作品主题。整体上，追求内容

与形式相统一，避免概念式阐释主题，意在以生动的艺术

形象呈现时代图景。

笔下有推敲，主题性美术创作才能于细节中彰显丰

厚意涵。照片是现实的拷贝，绘画是意象的表达。当代

人视觉经验的不断丰富，对美术创作提出更高要求。因

此，创作者需要敏锐捕捉现实，在此基础上斟酌思量，进

行个性化的艺术表现，作品才能独具韵味。在创作中，我

常常结合资料反复推敲细节。比如，重大主题创作往往

需要设置一个视觉中心，让观者有凝视之处。为此，我反

复斟酌画面中的人物安排，既突出主体，又增强画面张力

和形式美感。同时，在尊重现实的基础上合理安排其他

元素，如在画面下方描绘一群海鸟振翅飞翔的情景来应

和“海上丝绸之路”这一主题，并以海鸟之“轻”与人物之

“重”形成对比。除此以外，画面中还有许多细节彼此呼

应，布局和谐，共同阐释宏大主题。

画中有新意，是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必然要求。在作

品风格方面，我追求“陌生化”，探索主题性创作新的艺术

表达方式。比如，不完全按“随类赋彩”的原则去敷色。

像海的颜色，照理应为蓝色，但这在中国画创作中很难处

理，不容易画得美观。而且“海”在作品中所占面积往往

较大，稍不注意用色就会影响到整体画面的色相。长期

在海滨城市生活的人会发现，在夕阳辉映下，海面的波光

常常呈玫瑰色。因此，在部分“一带一路”主题创作中，我

选择用偏紫的浅玫瑰色画海，使之与画中以赭石加土黄

为主的色调形成弱对比的补色关系，显得宁静、和谐、别

样和陌生。这一实践也证明，艺术创新离不开从生活的

沃土中汲取养分。

参与“一带一路”主题美术创作，让我既深刻感受到

国家的新发展、新变化，也更加理解艺术之美不仅在于入

古出新，还在于反映时代。我愿倾心致力于主题性美术

创作，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继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开辟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审美新境。

（作者为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

以艺术创新深化主题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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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周年。“一带一路”建设的生动实践和丰硕

成果，为“一带一路”主题美术创作注入蓬勃活力。从组织创作到自主创作，广大美术

工作者用丹青华彩，生动描绘“一带一路”建设图景，深刻诠释丝路精神。今天，本版

约请 3 位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展示成果、总结经验、探索规律，为主题性美术创作提

供启示。 ——编 者

“ 一 带 一 路 ”建 设 为 美

术 创 作 提 供 了 丰 富 素 材 。

近年来，美术界加强组织统

筹，精研“一带一路”主题美

术创作，在题材拓展、内涵

深化、风格创新、人才培养、

创 作 梯 队 建 设 等 方 面 取 得

不 少 成 果 。 源 远 流 长 的 丝

路精神，在美术工作者笔下

焕发新光彩。

从 机 构 联 动 到 区 域 互

动，美术界聚力协作，以重

点选题引领创作方向、带动

“一带一路”主题创作。正

在 中 国 国 家 画 院 展 出 的

“‘一带一路’主题美术作品

展（首展）”，从“一带一路”

国 际 美 术 工 程 中 精 选 百 余

件力作进行展示，既涵盖丰

富多彩的地域风貌，也表现

了厚重多元的人文风情，从

历史到当下，连缀起波澜壮

阔的图景。该工程历时 6 年

完 成 。 中 国 国 家 画 院 发 挥

“国家队”的引领作用，围绕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是 造 福 世

界 的“ 发 展 带 ”和 惠 及 人 类

的“ 幸 福 路 ”，锚 定 创 作 方

向，策划选题，调动院内外、

海内外艺术家广泛参与，凝

聚 共 识 与 合 力 。 创 作 过 程

中，从选题论证、史料选择、

探 访 考 察 、现 场 写 生 ，到 草

图 绘 制 、研 究 讨 论 等 ，中 国

国 家 画 院 均 充 分 发 挥 人 才

优 势 ，通 过 邀 请 、创 作 、展

示 、收 藏 等 方 式 ，集 聚 起 一

批 精 品 力 作 ，形 成 学 术 影

响，为“一带一路”主题创作

提供了经验启示。

不少地方充分结合自身发展特点，积极组织“一带一

路”主题美术创作或艺术活动。如广西文联、广西美协等

组织实施的“一带一路”主题美术创作工程，便根据广西

发展特色与优势制定选题方案，引导美术工作者围绕重

大项目和活动，深入时代生活，积累创作素材，生动展现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厚重人文历史和时代新

风貌。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文旅厅、甘肃省人民对

外友好协会主办的“一带一路”百校结好艺术展等，则通

过学校联手文博单位、创研机构，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校园艺术交流与互学互鉴，形成体验、学习、创作、传播

于一体的合作交流方式，既深化了“一带一路”主题创作，

也加强了人才培养。

许多机构立足自身学术优势开展组织创作。如中国

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合作·共赢／一带一路国际版画交流

项目”，以版画为媒介搭建起文化交流桥梁。驻留、展览、

论坛、公教、公益活动等多元形式，不仅推动版画艺术创

作，也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交流合作提供新途

径。中国美协和中国铁建 40 余年来持续合作举办的“大

路画展”，近年来以海内外“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的进展为线索，用画笔展开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成果惠

及各方的美好画卷。其中，尤以表现“一带一路”建设者

的作品最为突出，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视角各异。像蔡频

春中国画《千山万水一线连》、张宇油画《绽放》、李景安油

画《同在月光下》等作品，均抒发了对“一带一路”建设的

真实感受。

“一带一路”主题创作也是国家重大美术创作工程、

重大美术展事的重要组成内容。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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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张敏杰版画《进博会一角》以巨幅三联画形式，对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盛况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绘；以

“丝路与世界文明”为主题的第七届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

年展等展览中，冯路敏等合作的油画《丝绸之路新篇章》、

张及时油画《港口雄开万里流》等佳作频现。鸿篇巨制与

历史长卷的宏大叙事，与小切口、微视角撬动的大命题交

相辉映，异彩纷呈。

一系列有组织的创作工程和交流项目，激发了“一带

一路”主题创作活力，更打开了美术工作者的视野。越来

越多美术工作者投身主题性创作，围绕“一带一路”主题

展开多元艺术探索，为创作更多精品佳作奠定基础。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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