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百年来，长江总是激荡起文人墨客的

创作灵感与激情，他们挥毫抒写，留下许多描

绘长江美景的经典之作。新时代以来，特别

是 2021 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动

以来，长江主题进一步激发美术工作者的创

作热情，他们以深情的目光审视长江流域千

姿百态的自然与人文景观，以多元的艺术语

言描绘长江经济带崭新风貌，以诚挚的情感

为一江碧水献上视觉礼赞。近年来，多地相

继举办各类以长江为主题的美术作品展览，

不同地区的美术工作者以不同媒介、语言与

风格，为观众奉上动人心魄、荡气回肠的新时

代长江视觉诗篇。

自然人文的壮丽交响

奇特的大地之力，塑造了从青藏高原到

江南水乡绮丽多姿的自然景观，缔造了长江

沿线或巍峨磅礴或秀丽清雅的万千气象，沧

桑岁月更锻造了长江流域诸多人文景观。

这些年，众多美术工作者聚焦长江流域

的山川胜景，不断创新艺术表达，力求推出

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精品佳作。2022 年，江

苏省国画院组织 31 名美术工作者深入长江

沿线实地写生，分 5 个创作小组，历时一年创

作完成长 125 米、高 1.2 米的中国画《长江春

色图》。长卷以流动的视野、水墨与青绿相结

合的手法，全景式描绘了长江流域的自然形

胜，正如画跋所言：“展长江之气概，彰长江之

气 韵 。”这 俨 然 是 一 幅 新 时 代 的“千 里 江 山

图”。面对长卷，观众能够感受到长江文化的

独 特 魅 力 ，生 发 出 对 长 江 文 明 的 自 豪 与 敬

意。中国画《大江交响》则由 7 名湖南画家合

力创作完成，作品聚焦长江湖南段 163 公里

沿岸景致，以墨与色的浸染，挥洒表现长江水

的雄壮与瑰丽，彰显时代长江、生态长江、气

势长江之美。有组织的集体采风与创作，不

仅为时代留下关于长江的视觉记忆，也开拓

了美术工作者的视野。创作成员之间的研讨

交流，潜移默化地“传帮带”，为年轻美术工作

者的成长提供了宝贵养分。除了参与大型长

江主题创作，许多美术工作者自觉深入生活，

用画笔描绘长江风采，在李兵中国画《千川碧

浪奔长江》、宛少军油画《天门中断楚江开》等

作品中，锦绣河山之美引人共鸣，真挚赤子之

情令人动容。

纵观长江主题美术作品会发现，古代绘

画更强调通过邈远宏阔的山河意象表达对

“天人合一”审美境界的追求，而当代美术作

品则重在呈现更为丰厚的长江文化内涵。蕴

含于民俗风物中的厚重历史、鲜活的生命情

态，在长江主题美术作品中焕发动人光彩。

在中国国家画院主办的“守护好一江碧水”长

江主题美术作品展中，于文江中国画《滕王

阁》以长江四大名楼之一入画，运用传统界画

形式，使历史文脉跨越时空，在当代画卷中延

续。透过画面，观众不难感受到艺术家在景

观塑造中传递出的浓郁人文情怀与丰富文化

想象。文化如水，水脉亦如文脉。长江的丰

厚人文底蕴在美术作品中熠熠生辉。像方土

中国画《长江文明之源·三星堆》、李学峰油画

《良渚文明》等作品，通过多元视角和艺术语

言寻古探源，揭示长江文化的独特内涵。这

些创作表明，凸显美术作品的“地域性”不仅

仅在于呈现自然之景，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特

定空间中生发出的人文精神。

可以说，新时代以来，对长江自然景观与

人文精神的关注与表现，无论从数量还是质

量上都远超以往。一幅幅美术作品犹如移动

的镜头，将长江流域绮丽壮美的景色、深沉丰

厚的文化内涵形象生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时代新貌的多彩呈现

长期以来，长江沿岸人民的生产生活为

美术工作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

作养料，促生了许多优秀作品。随着长江经

济带发展战略的实施，长江流域的生态保护、

城乡建设、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人们的生活

水平与精神面貌也发生巨大变化。美术工作

者在用画笔描绘长江自然与人文之美的同

时，更以当代审美观照长江流域的时代新貌，

图绘人们奋斗逐梦的火热实践。

新时代长江气象万千。在重庆市文化和

旅游发展委员会、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等单位主办的“2022 同源·同向——长江流

域十三省市自治区美术作品邀请展”上，庞茂

琨油画《辉耀九龙》、徐君华粉画《浦江之梦》

等作品，以充满诗意的语言展现了日新月异

的城乡面貌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近年

来，一批重大工程的实施，为百姓生活带来便

利，使长江流域涌动活力。一些美术工作者

充分发挥视觉艺术的力量感，反映长江流域

建设成就。比如，贺思恩版画《蓄势——破译

雅砻密码》依托丝网版画色彩表现力较强的

艺术特色，以俯瞰视角，展现了长江流域水电

站的时代风采。

长江儿女世世代代受江水润泽，也用智

慧的灵光、创造的激情、拼搏的精神为长江增

光添彩。在长江主题美术创作中，为追求美

好生活而不懈奋斗的劳动者、建设者，无疑是

最生动的主角。罗贵荣版画《向海而生》、墨

建杰版画《白鹤滩水电站》、许鑫华中国画《沪

通长江大桥》等作品，或刻或画，或概括或具

象，塑造了一个个动人的精神肖像，并通过对

人物劳动场景的描绘巧妙展现了壮丽山河的

建设新貌。流淌于长江血脉中的精神力量，

也在画笔下接续传递。赵培智油画《纤夫》以

象征的手法赞美了长江儿女不惧艰难的坚韧

品格。黄胜贤油画《百万迁移的世界壮举》以

纪实的叙事方式，讴歌了三峡库区移民的奉

献精神。作品中，一个个怀揣梦想又踏实肯

干、坚定沉着又乐观自信的普通人形象，生动

地为观众解答了滔滔江水何以奔腾不息。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时代对美术工

作 者 的 呼 唤 。 长 江 儿 女 坚 韧 不 拔 、自 强 不

息、勇往直前、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是长江

文化的重要内涵，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视觉

史诗。

活力绽放的艺术探索

在描绘长江、表现长江、赞美长江的过程

中，美术工作者的创作灵感被充分激发，在媒

介、语言、风格上力求拓展与创新，使长江主

题美术创作呈现多元面貌。其中，一些具有

共性的新特点、新趋势值得探讨。

主旋律与多样化有机统一。在长江主题

美术创作中，无论是中国画、油画、版画还是

其他画种，都在紧扣主题主线的基础上，强调

具有个性特征和地域特色的艺术表达。通览

不同地区长江主题美术展览上的作品，能强

烈感受到创作主体因对不同空间自然景观、

人文精神的感知体悟和审美趣味存在差异，

而选用不同艺术语言和表现形式，进而形成

了千变万化的艺术面貌。雪域高山的雄壮苍

茫、云贵高原的灵动多彩、巴山蜀水的奇秀多

姿、锦绣江南的温婉柔润，不仅仅是艺术题材

所传达的信息，也是艺术本体语言所追求的

美学品格。长江文化内涵的丰富性也自然蕴

含在多样化的艺术格调中。

传统文脉与当代观念相融共生。透过长

江主题美术创作可以看到，美术工作者力求

在守正中创新，在传承中发展，在时代语境中

构建独特艺术风格。比如，湖北省美术院“长

江万里情”主题美术创作项目实施以来，分期

分批组织美术工作者进行了多次采风写生，

旨在传承“深入人民生活、反映人民生活”的

创 作 传 统 ，并 进 一 步 探 索 笔 墨 如 何 紧 随 时

代。写实与写意融合，具象与抽象并置，纪实

与抒情结合，民族传统艺术形式的当代转换，

自然风物的当代表达……一个个生动实践，

共同营造出继承传统与开拓创新同频共振的

艺术氛围。新时代长江美术的创作风貌，形

象诠释了经过不断融合而凝聚起来的、延绵

涌动的长江文化精神。

媒介交融与语言交互并置叠加。跨媒介

特征在长江主题美术创作中愈发凸显。擅长

不同画种的美术工作者不断突破媒介边界，

力求实现语言创新。譬如，邱志杰《长江诗境

图》将传统水墨与现代装置相结合，为观众带

来关于长江的全新视觉感受。邬烈炎、邬羽

乔、于西合作的混合材料装置《长江记忆》，则

让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领略长江文化的独特

魅力。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代艺

术媒介转向、交互的发展特点。开放包容是

长江的品格与胸怀，长江主题美术作品则是

这种品格与胸怀的视觉表征。

万里长江，奔腾浩荡。如何用艺术的方

式更好表现长江精神，形塑长江气魄，彰显长

江文化的时代价值，写好新时代长江视觉诗

篇，是需要美术工作者持续深研的课题。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

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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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长江春色图》（局部），江苏省国画院集体创作。

寒 冬 腊 月 ，大 地 银

装素裹，遥望古城烽燧，

蜿蜒的叶尔羌河汇入绵

延胡杨林中……

叶 尔 羌 河 下 游 ，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

图木舒克市五十一团唐

驿镇上，图木舒克土陶

技艺馆在蓝天的映衬下

格外引人注目。西望马

蹄山，东靠包尔其化石

山，这座年轻的土陶技

艺馆外形质朴、墙色如

土，仿佛历经千年时光

雕琢，诉说着土陶烧制

技艺薪火相传的故事。

“制作土陶，关键在

于原材料的选择。五十

一团唐驿镇地处喀什噶

尔河下游冲积平原，得

天独厚的河泥资源为制

作 土 陶 提 供 了 便 利 条

件。”眼下虽已是数九寒

天，推开图木舒克土陶

技艺馆体验区的大门，

里面却十分热闹——陶

艺师们正在为参加兴趣

班的学员讲解土陶文化

与制作流程。

“土陶的制作主要

靠手感和经验。首先，

要 将 挑 选 过 的 河 泥 加

水，浸泡一到两天，待其

变软后反复用力揉捏，

才 能 获 得 满 意 的 原 材

料。接着，根据自己想

要 的 器 型 进 行 手 工 拉

坯 ，泥 坯 才 能 有‘ 生

命’。陶器成型后，放在

木架上晾干，再施彩釉，最后装窑烧制即可。烧制

时，对火候的掌控尤为关键。”图木舒克土陶技艺

馆技术员张国立边说边拿起原料准备开始手把手

教学，“馆里平时也有体验班，游客可以参与从选

土、筛土到上色、烧制的全过程，深度领略传统土

陶烧制技艺的文化和艺术魅力。”

“别看土陶普通，它在我们这里的历史可以追

溯到秦汉时期呢！那时候，已经有少部分牧民开

始从游牧生活向定居生活过渡。因此，他们会利

用陶泥、红柳和梧桐烧制生活用具，并在实践中创

造出较为先进的模制法土陶烧制技艺，即将泥坯

分别放在不同模具中塑形，最后将器物各部分合

为一体。这些土陶作品题材广泛、造型丰富、风格

独特，乡土气息十足，极具个性和表现力。”谈起当

地土陶的历史和艺术特色，图木舒克土陶技艺馆

馆长金红伟滔滔不绝。

如今，当地土陶烧制技艺已成为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作为该项目的代表性传

承人，50 岁的牙合甫江·玉素英对近些年土陶艺

术的新发展、新变化感触颇深：“过去，本地有不少

土陶作坊，后来随着工业制陶的兴起，传承传统技

艺的人也逐渐减少。现在，随着社会各界对传统

工艺更加重视，我特别高兴能有越来越多陶艺爱

好者和我一起传承土陶艺术。”一些爱好者经过专

业培训，成为图木舒克土陶技艺馆的工作人员，让

文化遗产在当地扎下根，开出新时代的致富花。

2022 年，当地还选派 15 名有一定基础的土陶艺人

前往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接受专业培训，既

促进了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也为土陶艺术更好实

现传承与创新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传承队伍中不断涌入新人，传统技艺也开始

融入一些新技术。比如，以前挖土、筛土、和泥、拉

坯等土陶烧制工序全靠人工一点点实现。现在，

张国立等陶艺师也开始用电动装置带动成型转

盘，“这样不会太费力”。

适度将现代技术引入古法烧制，不但可以提

升制陶效率，土陶制品的种类和样式也越来越

多。最初，土陶制品只作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如

碗、盆、缸、桶、油灯、烛台、婴儿摇床等。近些年，

一些用土陶制成的生肖摆件、精美花瓶、高档茶具

等逐渐走入大众视野，还有一批富有地域文化特

色的土陶文创，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像我们馆烧制的彩陶作

品，融合地域文化元素与现代风格，特别受游客欢

迎。”金红伟说。为让传统工艺对接当代生活，图

木舒克土陶技艺馆不仅有体验区，还设置了展览

区、烧制区，成为融参观游览、购物休闲、体验娱乐

于一体的艺术新空间。

依托土陶馆、博物馆、团史馆等场馆，五十一

团唐驿镇积极组织开展土陶艺术普及活动，使公

共文化场馆成为民间文化艺术特色服务空间。在

团镇主要街道、连队，以土陶为主题的雕塑、文化

墙等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吸引更多人深入了解

土陶艺术。五十一团唐驿镇文体广电服务中心主

任冯家鑫表示：“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推进，

我们的土陶将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在传承和发展

中彰显土陶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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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画《蓄势——破译雅砻密码》，作者贺思恩。

▲中国画《黄浦江畔》，作者刘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