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

彭浦镇摄影，更没有机会定格这些

难忘的瞬间。”

走进上海市静安区彭浦镇“彭

浦国际摄影中心”，一条穿越 40 余

年的光影长廊，犹如一部微缩的城

乡变迁史，带领观众跟随时代步伐

感悟社会发展。镜头里，有辛勤劳

作，也有丰收喜悦；有阡陌田园，也

有城市画卷。彭浦镇摄影协会会

长、71 岁的李为民定睛回望，光阴

的故事在眼前重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沪郊彭浦

是远近闻名的蔬菜花卉之乡，也是

改 革 开 放 后 首 批“ 亿 元 乡 镇 ”之

一。作为文化站宣传员，李为民被

委以重任，捧起站里唯一一部海鸥

牌相机，拍摄了许多反映乡村新貌

的照片，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生动

素材。尽管李为民此前从未接触

过摄影，但他有股好钻研的劲头。

“为了拍出好照片，我背着相机四

处听讲座，还专门到中国人民大学

进修。”李为民说。

在李为民等人带动下，越来越

多富起来的乡亲们开始追求新潮

的文化生活。杨瑞德卖掉心爱的

摩托车，换回一部海鸥牌相机；奚

黎明为了让夏日暗房里的冲洗药

水尽快降温，时常自掏腰包扛来一

大 筐 冰 棍 ……1982 年 ，镇 里 第 一

期摄影基础班招生，就有 20 位农

民报名。大家通过摄影抒发情感、

记录生活。田间地头的青山绿水、

袅袅炊烟，成为镜头中的动人景

色。渐渐地，相机的“咔嚓”声成为

小镇上最悦耳的“乐曲”。

时光流转、光影变幻，数码相

机、智能手机的兴起，让曾经的“稀

罕物”不再稀罕，人人皆可“随手

拍”。彭浦镇如何继续擦亮“摄影”

这块文化招牌？

李为民认为，数码摄影降低了

照相的技术门槛，改变了摄影的

“术”，但摄影之“道”未变，即作品

里创新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充沛

的情感没有变，正是这些“养分”，

让彭浦镇的摄影艺术生命饱满、历

久弥新。

40 多年来，彭浦镇以摄影艺

术结交近邻远朋，摄影展、摄影比

赛、摄影培训、摄影艺术节，样样俱

全。每年，甚至每月，这里都会举

办不同主题的摄影展。“时代因你

而美好”主 题 展 为 各 行 各 业 的 奋

斗 者留影；“携手共进”主题展彰

显上海与对口支援地区的深厚情

谊……这些展览不仅展示了光影

魅力，也使彭浦镇成为集聚国内外

摄影名家、“影友”的艺术中心，新

技术、新趋势、新理念在这里交汇

融合。

走出展厅，穿行于街巷间，一

件件摄影元素装点的“家具”引人

注目。便民座椅造型独特，靠背成

了展示摄影作品的“窗口”；社区里

的主题展墙上，设计有隐藏着摄影

小知识的互动装置；公园转角的展

架上，荟萃历届摄影艺术节的经典

作品……在“光影传承邻里点”幸

福新苑，处处可见居民拍摄的作品

以及带有摄影元素的设计。这是

彭浦镇“光影雕琢”摄影主题城市

家具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旨在

通过精心的设计丰富周边环境的

“肌理”和“表情”。充满人文艺术

气息的公共空间，折射出彭浦镇居

民 爱 生 活 的 情 趣 与 看 世 界 的 视

角。生活的况味在镜头里静静流

淌，祖国山河尽收眼底，世界奇观

触手可及。

专业摄影记者出身的徐跃新

9 年前开始在彭浦镇举办摄影公

益课。这里的群众基础之好令他

赞叹，“别的地方免费授课都吸引

不来人，这里的培训班竟然一座难

求。”近年，摄影公益课加入了无人

机摄影、手机摄影、短视频拍摄等

新内容。传承基因、紧跟时代、推

陈出新，徐跃新认为，这些都是彭

浦镇摄影经久不衰的原因。

2021 年 起 ，彭 浦 镇 开 始 打 造

“10 分钟民间摄影文化活动圈”，

在镇域 12 所学校建立校园摄影培

训基地，向孩子们普及摄影知识和

基本技巧；在产业园区设立摄影文

化沙龙基地，吸引年轻人创作交

流；在 36 个居民区中搭建综合文

化活动场地，辟出专门展示摄影佳

作的画廊，促进摄影艺术进校园、

园区、社区。当初的一支农民摄影

队，如今已壮大至 10 支队伍，包括

由 28 位残疾人组成的“阳光”摄影

队、由家长和青少年组成的“咔嚓”

摄影队、由白领组成的“青联追光”

摄影队等，不同群体在彭浦镇丰厚

的摄影文化土壤中都能汲取到创

作养分。

“摄影，是彭浦镇居民交流的

语言。我们总能从摄影中收获愉

悦，每拍一张好照片，都能让生活

的滋味久久回甘。”这是彭浦镇摄

影协会 80 后会员郑华在这里工作

生 活 10 多 年 来 的 鲜 明 感 受 。 今

年，他远赴新疆巴楚，开启自己的

第三次援疆支教，也将再次为彭浦

镇的“影集”增添新照片。面对色

彩浓烈的大美新疆，他注重纯净质

朴的人物特写，把孩子们的热情奔

放、纯真淳朴“框进”自己的镜头，

并将其命名为“一个都不能少”。

“摄影，还是彭浦镇居民传承

文化的载体。”彭浦镇摄影协会秘

书长陈海涯自 2016 年起行程 9 万

公里，足迹遍布 19 个省份的 700 多

个乡村，拍摄了 1000 余座祠堂，自

己的家也“变身”一间小型“祠堂图

书馆”。“农民摄影创作的根基、养

分、情感始终在乡土，作为从乡村

走出来的摄影人，我有责任用手中

的镜头来传承乡土文化。”这位从

衬衫厂女工成长起来的摄影家，

走 到 哪 儿 都 不 忘 彭 浦 镇 摄 影 的

源头。

从举办农民摄影展、出版《农

民摄影作品选》、培育走出国门办

展的民间摄影队，到有 1000 多幅

彭浦镇居民拍摄的作品入选大型

摄影展、200 多幅作品在各类展赛

中获奖，如今，具有彭浦特色的摄

影文化品牌逐渐形成，彭浦镇摄影

的成功之道也被一一解码。

“这里的摄影作品大多明亮而

鲜活，只因有对生活的热忱、对艺

术的向往、对时代的回响，所以才

富有感染力和生命力。”徐跃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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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彩画被喻为绘画中的“轻音乐”，具有水色交融、透

明轻快的艺术特质。近期，各类水彩画展览精彩纷呈，届

展、双年展、国际交流展、名家个展等大小展览轮番亮相，

从抒情小品到宏幅巨制，从大家名作到新人新作，从历史

人物到当下生活，全方位展现水彩艺术在我国不断发展

壮大的生动图景。

拓展题材
合上时代节拍

与“国油版雕”相比，水彩画一直被视为小画种。曾

几何时，水彩画只是油画的草稿或者记录素材的简便工

具。近年来，水彩艺术呈现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各地美

术工作者秉持文化自信自强的精神、守正创新的理念，不

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攀登艺术高峰。积极面向时代

生活的水彩画，持续突破原有题材局限，拓展与时代同频

共振的艺术新天地。

胸怀崇高艺术使命的美术工作者，通过对身边山水

人文和现实生活的敏锐洞察，上下求索、八方撷取，从学

术角度切入和建构选题，用多样的绘画语言、娴熟的绘画

技巧，表达对新时代的赞美、对生活和自然的热爱。无论

是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超以往，体现出美术工作者

的积极态度，推动了各地水彩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在“足

迹·山海交响”福建省水彩画优秀作品展上，100 件参展

作品通过多元视角，描绘了福建的山海之美和人文之

盛。“内蒙古自治区首届水彩画双年展”涵盖来自生产建

设一线的写生创作与精心组织的主题创作，记录了时代

风采，塑造了新时代人民形象，在突出学术性的同时，体

现出草原文化带给内蒙古水彩艺术的独特地域风情。四

川美术事业的发展，一直与时代同行。今年，当地举办的

“时间维度——四川当代水彩画邀请展”“涉水·出彩——

中国当代水彩艺术学术邀请展”，一个立足当地，一个放

眼全国，从不同的观察视角梳理四川水彩艺术的累累硕

果，以及当代水彩艺术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各地城乡发展新面貌，为创作提供了现实土壤。纵

览大江南北接连举办的水彩画展览，一个突出的艺术现

象是，除了惯常以情趣取胜的小品式写生与创作，还有不

少表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时代主题的大型创作，从艺

术表现力的强化到尺幅的拓展，都进行了大胆尝试，折射

出水彩艺术紧扣时代脉搏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

增进交流
点亮城市文化

时下，注入真情实感的优秀水彩画作品美不胜收，水

彩画创作团体越来越多，欣赏和喜欢水彩画的观众越来

越多，从事水彩艺术理论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国内外交

流展越来越多，各大美术院校也纷纷建立水彩画系和研

究室，水彩艺术遍地开花，成为不少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的

“点睛”之笔。

深圳，以多元、开放、包容的文化生态，吸引了一批又

一批水彩画创作者在此扎根。近年来，致力于打造“水彩

强区”的罗湖区，探索每年与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共同举办

一次艺术交流展。近期，“第三届深圳国际水彩画双年

展”与第二届深圳市梧桐山水彩艺术节系列活动之“青绿

梧桐——深圳·长沙水彩名家作品交流展”接连举办，互

相媲美。前者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融·合”为主

题，集中反映时代风貌，从 48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4000 幅

投稿中遴选的近 200 件入选作品，彰显中外艺术家的多

元探索；后者含特邀在内的 80 幅作品，聚焦新时代美好

生活，体现出深圳、长沙两地不同的创作面貌。

北外滩是上海百年风韵和改革开放成就的绝佳观景

台。自 2018 年起，当地已连续举办 3 届“爱上北外滩”全

国名家写生创作活动。近期举办的“爱上北外滩”国际水

彩画、油画名家作品邀请展，集中呈现了中外近 60 位水

彩画、油画名家体验北外滩时代新象和历史风貌后的写

生创作。

“北方水彩重镇”青岛，历经百年锻造出独特的“山海

画风”。近年来，青岛持续推出重头展览——2021 年，在

中国美术馆举办青岛水彩进京展；2022 年举办“青岛首

届中国当代水彩邀请展”；2023 年举办“中国水彩画名家

风景写生邀请展”“首届青岛国际水彩节”……其中，最近

举办的国际水彩节，荟萃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近 200 位画

家的四五百幅新作，充分展示了水彩艺术的多元形态和

十足魅力，中外水彩名家绘青岛、艺术讲座、艺术市集等

配套活动精彩纷呈，堪称海内外水彩艺术的盛会。

用艺术为城市文化赋彩，以城市活力为艺术赋能，伴

随城市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有着良好群众基础的水彩

画，正在成为跨越国界、增进交流的艺术使者。

涵养诗性
画出中华神韵

水彩艺术的特性与中国文化具有相通之处。突破水

彩艺术原有模式的局限，从本民族艺术传统中寻求新的

审美形态和表现语言，成为一代代中国水彩艺术家的不

懈追求。

水与色的对话、情与韵的交融，是老一辈水彩名家作

品的典型特征。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的“路之歌：

铁扬艺术展”上，218 件作品展现了 88 岁高龄的老艺术家

铁扬先生对于家乡的热爱和对日常生活细致入微的观

察。其中的水彩画，如奔放、率性、热烈的笔触与色彩织

就的彩锦，以真挚而纯粹、充满探索性的表现语言，挥写

出冀中平原、冀西土地、太行文化的性格，既有绘画性又

具文学性，朴实而大气。在湖南美术馆举办的“黄铁山艺

术展”，集中呈现了黄铁山先生 200 余件不同时期的佳

作。从 1984 年的水彩画《金色伴晚秋》，到 2022 年的水彩

画《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村》，作者一直坚持将对

美的感受用写实的造型、抒情的语言表现出来，创造鲜明

的个性化风格。正如著名理论家邵大箴先生所说，黄铁

山水彩画的时代特色主要不是体现在题材上，而是表现

在作品意境的经营上。

通过专题展引领学术新风尚，是美术界的学术传统

和有益实践。中国美术家协会等单位主办的“首届中国

水彩静物画展·邀请展（巡展）”，便尝试通过水彩画的传

统题材——静物，总结梳理中国水彩静物画的发展脉络

及学术方向。百余幅水彩静物涵盖王肇民等几代水彩名

家之作，通过静物画所呈现出的沉静之美，强化学术引领

——静物画不仅仅是再现空间里的静止物体，更包含着

创作者对物体的精神寄寓、审美感知。

如今，一批年轻水彩画创作者的学术方向越来越清

晰。他们从中华美学中汲取营养，把追求更具中华神韵

的写意表达作为学术目标，将水性写意的笔调、意境的营

造作为研究重点，使水彩艺术在表现方式和语言上同其

他画种拉开距离。能 够 胜 任 各 类 主 题 创 作 的 水 彩 画 ，

已然具备了作为大画种的主要特征。随着时代发展，具

有中国风范的水彩画面貌日益凸显。中国水彩将跨越更

加广阔的艺术经纬，探索描绘新时代生机与活力的更多

可能。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水彩画艺术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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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彩画水彩画《《十八洞村全貌十八洞村全貌》，》，作者黄铁山作者黄铁山。。

▼摄影《兴化垛田》，作者蔡瑞申。

▲水彩画《百合花》，作者王肇民。

▼水彩画水彩画《《崂山的风崂山的风》，》，作者方晓龙作者方晓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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