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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

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

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

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

作贡献的中国”。

美术理论研究是促进美术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

基石。新时代美术开放多元的语境，为美术理论研

究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众多美术理论工作者从

高处着眼，观察发展新趋势；从广处用功，分析业

界新现象，持续推进中国美术理论话语体系建构，

发挥美术理论研究在坚定文化自信、指导创作实践、

引领审美风尚、促进合作交流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美术理论研究在实践中拓进，促进美术创作从高原

迈向高峰。

聚焦主题创作
助推新时代文艺高质量发展

创作的深度与理论的涵养紧密相连。新中国成

立以来，一代代美术理论工作者潜心学术，在探求艺

术规律、赓续传统文脉、引导创作实践的道路上接力

前行。如何推出更多彰显时代气象、观照现实生活

的美术佳作？离不开主题性美术研究成果的引导。

近年来，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国家

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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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国家级美术创作工程和项目的实施，有力带动主题

性美术创作，也使相关理论研究走向深入，为健全新

时代美术创作体系发挥积极作用。

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中国美术

家协会成立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艺术委员会，吸

纳一批具有丰富主题性美术创作经验的名家，为加

强主题性美术创作和研究提供支撑。在中央美术学

院、广州美术学院、广东画院等单位，“国家主题性美

术创作研究中心”相继挂牌成立，集聚专业资源和人

才优势，为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概念研究、理论体系建

设注入新动能。一大批青年美术理论评论工作者包

括来自高校的青年学生，踊跃参与学术研讨活动，积

极发表理论文章、出版专题著作，透视主题性美术创

作的时代语境、艺术生态、创新突破等，从青春视角

展现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学术传统与当代价值。

对近现代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再研究，成为理论

界的重要课题。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史诗的图

像建构——党史百年历史画创作与研究”学术研讨

会、陕西省美术博物馆主办的“红色主题性美术创

作”学术论坛等，均通过寻根溯源，引导聚力创新。

尚辉《人民的艺术：中国革命美术史》、于洋《新中国

主题性人物画研究》等专著，则从文化学、历史学、传

播学等不同角度，重新梳理、分析近现代美术史上的

经典作品，深化对艺术创作规律的认识。

新时代主题性美术创作经验的归纳总结，以及

对创作现象的分析探讨，已成为美术理论研究的“显

学”。新时代主题性美术创作在语言手法、风格形

态、艺术观念上发生了哪些转变？重大历史题材创

作如何彰显时代特征？现实题材创作如何摆脱思维

定式？围绕主题性美术创作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多

个研讨会陆续举办。比如，《美术》杂志社与四川大

学联合主办“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当代性”专题研讨

会、中国国家画院主办“新时代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创

新与突破”学术研讨会等，通过创作工程组织者、创

作者、理论研究者等不同视角，探讨如何促生更多主

题性美术佳作。

坚定文化自信
构建中国美术理论话语体系

加快构建中国美术理论话语体系，是摆在理论

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这些年，越来越多理论工作

者廓清认识，凝聚共识，为美术事业发展不懈努力。

近期，多场重要学术活动相继举办，在“把脉”中

国美术大课题、新业态的同时，以前瞻性的眼光、学

理性的总结，为美术事业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理论支

撑。例如，由中国美术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全

国美术高峰论坛”日前在成都举行，邀请来自各大美

术院校与艺术机构的百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

绕“新时代中国美术的话语体系构建”等话题各抒

己见，全面展现美术理论研究的新动态、新成果。

该论坛自 2018 年启动以来，持续引导理论界开展

基于当代中国美术自身发展现状的理论问题研究，

在助力中国美术理论话语体系建设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

中国画作为民族艺术的代表，彰显中华美学精

神，蕴藏独特文化基因。当下，中国艺术传统如何紧

随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美术理论

研究的重要命题。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主

办的“中国传统画学观念与当代阐释及运用学术研

讨会”上，专家们从传统画学的独特性、时代性、个案

研究三个层面展开学术交流，为构建当代中国画学

体系、推动中国画创作提供指引。北京画院举行的

“齐白石艺术国际研究中心”暨“传统中国绘画研究

中心”学术工作年会，通过分析齐白石艺术的国际传

播与影响，分享中国古代书画特别是园林书画的研

究成果，为中国画研究贡献了新视角和新观点。

如今，美术理论研究的影响力持续扩大。美术

家协会、美术院校、美术馆、画院、研究机构等，继承

美术理论研究传统，结合自身特点和实际情况，主动

开展更具针对性的学术活动。越来越多专家学者认

识到，在美术研究中，不能对外来美术评价标准“照

单全收”、对专业术语“机械移植”，要深研中国文化

特质和艺术传统，体现中国美术特色。近年来，中国

美术家协会撰写《中国当代美术创作评价体系报

告》，聚焦中国美术创作评价体系的历史及其特点、

中国当代美术创作评价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

建立中国当代美术创作评价体系的对策与建议。不

少学术文章着力阐释中国美术的独特性，呼吁挖掘

中国美术自身主体价值。这些实践与反思进一步为

中国美术理论走好自己的路奠定基石。

开拓国际视野
文明互鉴彰显艺术精神

美术作品是文明之美的重要载体。美术理论研

究的交流互鉴，能够在展示和传播文明之美的同时，

彰显中国艺术精神，帮助人们加深对彼此文化的理

解和欣赏。进一步开拓国际视野，增进与国外学者

的交流互动，将中国美术放在世界文明百花园中进

行比较研究，逐渐成为美术理论工作者的行动自觉。

共建“一带一路”承载着各国人民对共同发展的

追求，也为美术创作研究开掘新空间。围绕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中国国家画院启动“一带一路”国际美

术工程，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文化和旅游

厅、甘肃画院立足敦煌文化启动美术创作工程，广西

文联、广西美协等启动“一带一路”主题美术创作工

程，西安中国画院继“丝路文明·西安文脉”“百年历

程·红色记忆”“关中长安·黄河新篇”三大重大题材美

术创作工程后继续开展“古城菁英·长安新颜”主题性

美术创作工程……这些工程既生动展现“一带一路”

建设图景、诠释丝路精神，也将中国美术置于国际视

野之中，促进中外美术工作者交流互鉴，丰富“一带

一路”主题美术研究内涵。

走上世界舞台，方能洞察中国美术的历史方位

和学术定位。作为国际艺术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活

动，第三十四届世界艺术史大会 2016 年在北京的召

开，既使国际艺术史学界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也使中

国学者吸纳了国外艺术作品展示与推广、艺术遗产

保护等方面的有益经验。如今，中国北京国际美术

双年展业已成为国际上参展国家最多的美术交流平

台，国际美术教育大会、廿一世纪艺术/教育圆桌会

议等则成为跨界交流、启迪智慧、促进合作的国际性

学术盛会。近期，中央美术学院召开“美术史再出发

——第十七届全国高等院校美术史学年会”，在板块

设计上突破中外美术史、艺术理论之间的界限，增强

了跨学科与跨文化的交流互动。学者们的报告中既

有对传统理论的反思，也通过具体案例研究展示对

图像的新观看方式，呈现了全球化视角和跨文化研

究方法。中国语言、时代主题与国际视野的交织，加

强了中国美术理论研究与全球艺坛的关联性。

美术理论研究的大步迈进，反映出理论工作者

着眼国家发展大局的文化定位，体现出在历史研究、

当代评论和理论建构方面的文化自信。持续加强理

论评论建设，承扬中国美术理论传统，探索美术创作

规律，将有助于更好发挥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作用，更

好总结主题性创作组织和社会传播等方面的新经

验，为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贡献艺术的力量。

（作者为浙江画院理论工作室副主任）

加强美术理论研究加强美术理论研究，，促进美术创作从高原迈向高峰促进美术创作从高原迈向高峰
王王 凯凯

“以为是纸，原来是瓷！”

“以为是纱，原来是瓷！”

前不久，一条热搜引来千万网友关

注。短视频中，砖头上放着一沓薄如蝉

翼的白纸、人物雕塑身着轻纱般的衣裙，

瓷器的造型和质感令人赞叹。这是中国

国家博物馆“中国白——德化白瓷展”展

出的 400 余件（组）陶瓷佳作中的代表。

展览中，像这样兼具审美性与创新性的

作品还有许多。

一抔瓷土何以成就万千姿态？走进

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方知其中奥妙。

德化县城东南角，一座红砖厝式建

筑静静矗立在破寨山南坡，沿山而筑的

回廊下，零星瓷器残片散落其间。这处

屈斗宫窑址是研究中国古代南方窑炉技

术体系的重要考古资料之一。千年前，

匠人们便是在这里架起柴堆，烧起窑火，

一件件淡雅脱俗的瓷器由此诞生。

“德化制瓷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

新石器时期。宋元时期，德化制瓷工艺、

烧瓷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青白瓷、

白瓷成为主流，并源源不断地销往海外，

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之一。明

代 ，德 化 白 瓷 风 靡 世 界 ，被 誉 为‘ 中 国

白’。”聊起德化千年陶瓷发展历程，德化

陶瓷博物馆馆长郑炯鑫打开了话匣子。

“远销海外的德化瓷，在数十个国家和地

区都有收藏或出土，于沉没的海船中亦

多有发现。比如，在‘哥德马尔森’号、

‘华光礁 1 号’等古沉船中均发掘出大量

德化白瓷。”

德化白瓷何以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材美工巧，成就

了被全世界欣赏的‘中国白’。”在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连紫华看来，材美，在于德化

盛产优质高岭土，铁和钛元素含量少，氧

化硅含量高，胎质细腻致密、透光性强，

能 够 烧 制 出 冰 清 剔 透 、温 润 如 玉 的 质

感 。 工 巧 ，主 要 表 现 在“ 烧 ”之 技 艺 和

“造”之技艺。其中，“烧”之技艺是决定

“中国白”艺术创作成败的关键，正是这

一技艺的不断完善，才成就了“中国白”

独树一帜之美。在“造”上，瓷艺师们也

不断精进，通过捏、塑、刻、刮、接、贴等

多种技法，使作品极富装饰美感。一抹

“ 中 国 白 ”，不 仅 彰 显 东 方 文 化 艺 术 之

美，更体现了人们对君子之德、自然之美

的追求。

“薄如纸，白如雪，声如磬，温如玉。”

一手托起温润的瓷器，连紫华将德化白

瓷的艺术特点娓娓道来。德化白瓷以质

取胜、以白夺目，题材多元、内涵丰富，其

瓷塑更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精品。瓷

艺师制作人物瓷塑尤其是道释人物瓷塑

时，擅长把握人物性格特点，由表及里，

以形写神，使人物瓷塑形神兼备。无论

是传统题材，还是现代题材，人物或坐、

或立、或卧，无不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从日常使用的瓷具，到兼具工艺之巧与

艺术之美的瓷塑，德化白瓷的文化内涵

随时代发展不断丰富。”连紫华说。

千年窑火不熄、碓声不绝，当代德化

陶瓷艺人师古而不泥古，通过丰富艺术

题材、改良制瓷材料等方式，推动德化瓷

烧制技艺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使瓷器呈现千变万化之美。

“德化传统薄胎陶瓷美观雅致，但一

直存在造型时易断裂、烧制时成品率低

等问题，所以我尝试通过改进材料和工

艺，推动薄胎陶瓷发展。”福建省工艺美

术大师连德理说。为完成高韧薄胎瓷衣

及其制备工艺研究，他进行了上百种不

同比例的配方实验，最终使高韧薄胎瓷

衣的延展性、可塑性、稳定性均获提升，

并成功申请国家发明专利。在中国国家

博物馆引来众多观众赞叹的德化白瓷

《神话》，正是连德理运用该研究成果制

成的代表性作品。人物所着纱裙厚度仅

0.2 毫米，发丝根根柔顺分明，尽显当代

德化白瓷的细腻唯美。在德化，像连德

理这样的创新者还有很多，在他们的努

力下，德化瓷有了红釉瓷、色釉瓷、结晶

瓷、自生釉骨瓷等新种类。

民以食为天。传统德化瓷的饮食器

皿十分丰富，既有杯、壶等茶酒器，也有

碗、盘、碟、匙等餐厨具。新一代德化陶

瓷艺人在继承传统的同时锐意创新，不

断拓展产品种类、形态，将德化白瓷之雅

融入现代餐饮器具设计制作，为人们的

饮食带来诗意享受。走进福建省工艺美

术大师林晓芳的工作室，几件特殊的茶

具引人注目。“这套作品叫《新识器》，看

起来像传统的凤首瓶、蒜头瓶，但其实是

成套的现代茶具。”林晓芳边说边将凤首

瓶依次拆分开来，只见盖碗、茶仓、公道

壶、三只茶杯、茶托和茶滤一个不少。“这

样的设计既方便在现代生活空间中陈

设、收纳，也为人们的休闲生活增添了文

化韵味。”

在传统工艺与现代生活的有机融合

中，德化陶瓷产业之路越走越宽。

如瓷生活文化创意产业园采用“众

创、众筹、众包”的经营模式，上游与百余

名设计师合作，下游连着数十家工厂。

“当下流行的中国风创意插画等作品，很

快就可以被我们转化为精巧时尚的陶瓷

产品。”该产业园总经理徐海燕说。

步入顺美集团，设计部的 00 后小伙

兰国超正坐在电脑前，手执机械笔认真

创 作 。 屏 幕 上 ，一 件 立 体 陶 瓷 已 见 雏

形。“这是利用电脑设计软件制作的 3D
陶瓷模型。”兰国超解释道，“通过数字

化模型，我们能更加快速、准确地与海

外客户交换修改意见。而数字化模型的

精确数据，也有利于提高生产的标准化

水平，从而实现产品质量提升。”

制作精美的户外花园装饰摆件、图

案丰富的陶瓷垫片……在顺美产品区，

公司总经理郑鹏飞逐一检查着这些海外

市场的新宠。“这个青蛙造型摆件加装了

太阳能光板，一到晚上，青蛙的眼睛就成

了夜灯。”郑鹏飞说，这类兼具装饰和实

用功能的新产品，很受市场欢迎。通过

自主设计、来样加工、合作定制等，公司

保持着较高的产品更新频率，更与全球

知名品牌合作，制作陶瓷类衍生产品，

远销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因瓷而立，因瓷而兴。除了大力发

展日用瓷及陈设瓷，德化县还鼓励企业

开发工业电子陶瓷、纳米陶瓷、生物陶瓷

等精细陶瓷，发展机械化生产的陶瓷制

品 。 如 今 ，德 化 县 有 陶 瓷 企 业 4000 多

家，陶瓷从业人员 10 多万人，陶瓷产值

达数百亿元。

“精美的瓷器不仅要做出来、摆出

来，更要传出去。”德化县委常委黄世兴

表示，会以此为目标不断擦亮白瓷品牌，

让白瓷之美惊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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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式设计：蔡华伟

▼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德化白瓷《风吹莲舟水湿衣》，作者连德理。

本报记者 马苏薇摄

核心阅读

新时代主题性美术创作经
验的归纳总结，以及对创作现象
的分析探讨，已成为美术理论研
究的“显学”

加快构建中国美术理论话
语体系，是摆在理论工作者面
前的重要课题。这些年，越来
越多理论工作者廓清认识，凝
聚共识，为美术事业发展不懈
努力

美术理论研究的交流互鉴，
能够在展示和传播文明之美的
同时，彰显中国艺术精神，帮助
人们加深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和
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