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曲黄河，奔腾向前，以百折不挠的磅

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

格，成为古往今来艺术家的重要创作内容

和审美对象。新时代，随着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实施、黄河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黄河激荡起更为雄

浑的时代交响。从写生到创作，各地美术

工作者以敏锐的感知，在深切体悟黄河精

神的时代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多元艺术形

式绘写壮阔的黄河画卷。

以时代性抒写展现新变

在新中国美术史上，围绕黄河展开的

主题创作数量大、表现范围广、内涵挖掘

深。一代代美术工作者以丹青华彩礼赞黄

河，不同时期均留下了经典力作。在继承

创作传统的基础上，新时代美术工作者持

续深挖这一主题，用多彩的艺术语言抒写

黄河新变。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战略不断深化，黄河流域生态面貌焕然一

新。美术工作者思接千载，从多个视角表

现治理成效。沙永汇版画《智慧黄河》聚焦

新时代黄河治理，用立体主义手法组合 5G
基站、大型涵闸及黄河旅游景观开发等重

要工程。涵闸曲折，基站高耸，人声鼎沸，

交织盛世华章。白海红中国画《黄河两岸

换新颜》，带领观者从云端俯瞰大地，感受

黄河岸边青山苍翠、高楼林立、风力发电机

组遍布的宏阔景象，铺展黄河两岸高质量

发展新画卷。更多的哲思在美术工作者笔

下显现。在“黄河颂——中国国家画院黄

河文化主题写生创作作品展”上，何加林中

国画《谁赋丹赭染鹊华》以大胆的艺术想

象，将赵孟頫笔下的鹊华二山和泉城济南

现代风光统摄于同一画面，云雾缭绕，黄河

蜿蜒，雅致的青绿设色与“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相得益彰，古今对话间更凸

显进取的时代精神和浓郁的人文气息。

岁岁安澜是黄河流域人民的长久期

盼，在一代接一代人的艰辛探索和不懈努

力下，黄河安澜如今已成为现实。从忧患

之河到造福人民的幸福河，黄河的时代之

变也促使美术工作者的创作思想发生转

变，一些展现黄河流域人民新生活的作品

成为展览亮点。在“喜迎二十大·山东省黄

河主题美术创作大展”上，张望中国画《黄

河公园》、张宜和何怀雨创作的中国画《见

证安澜》等作品，创作视角从人与河的斗争

转向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通过刻画黄河

岸边的幸福生活场景，反映了黄河安澜的

时代新象和人们不断增强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黄河颂——中国国家画院黄

河文化主题写生创作作品展”展出的卢禹

舜中国画《黄河安澜 天下大穰》，则重在

呈现河清海晏的自然景观。作品为巨幅纵

向构图，上段展现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阔

景象，中段以层波叠浪中遨游的鱼等意象

寓意国泰民安，下段从宏大视角转向精微

刻画，表现了风调雨顺的丰收之景。整幅

画面以黄河文化与现实生活相交融的图

景，表达了对黄河安澜的期盼。

还有不少从艺术形式到表现内容都令

人耳目一新的佳作，比如邱琳油画《千里堤

防——固堤泰千里》、于会见油画《天下安

澜——小浪底》等。这些新作，通过对点、

线、面、色彩、肌理、构图等形式要素的运

用，强化时代审美特征，体现了创作者对历

史文脉和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从而丰富

了黄河主题的美学形态。

以个性化表达诠释内涵

“天下黄河——中国百名油画家主题

作品展”“‘黄河新篇 来自长安’美术作品

晋京展”……从近年举办的系列黄河主题

美术作品展可以看出，新时代的黄河主题

美术创作，汇聚了广泛的参与群体，不仅视

野宽阔，艺术表现形式也更为多样。来自

不同地区的美术工作者，将生活经验和内

心情感融入创作，创新媒介语言，个性化表

达呈现鲜明的地域风貌和人文特色，进一

步丰富了黄河主题内涵。

多维诠释主题，让黄河文化更加立体、

生动。同为表现黄河之源，潘缨中国画《大

河之源》从人民生活与黄河紧密相依的视

角，刻画了自巴颜喀拉山流淌而下的九曲

黄河如玉带般蜿蜒向前的开阔景象，人们

穿行在仙境中，奏响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

交织的乐章；张垚、朱沙、翟启兵创作的油

画《大河之上》，则以跨时空的三联画，通过

星火、家园、筑梦 3 个主题，传递黄河所孕

育的民族精神；周宗凯油画《三江源礼赞》

跳脱对黄河的简单描绘，以三联画叙事和

雕塑式的群像塑造，强化了守护好“中华水

塔”的使命感。

创新艺术表达，有利于更好展现丰富、

壮美、深邃的黄河文化与精神内涵。在内

蒙古自治区文联等单位主办的“大河奔流

——黄河文化主题美术作品展”上，通过张

德育油画《黄河边上的烽火台》等作品，可

以领略黄河流域深厚的文脉艺韵。还有一

些美术工作者以多元形式弘扬厚重的黄河

文化。比如，代大权版画《浪遏飞舟》、方昕

雕塑《黄河谣》，以象征手法和浪漫主义手

法，彰显黄河蕴藏的勇于拼搏、奋斗不息的

精神力量。

切入视角和意境营造不同，创造的黄

河意象亦不同。同是聚焦黄河入海口景

观，在“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省黄河文化

主题美术作品展上，刘明波、袁梦、韩烨廷

创作的中国画《一向黄河飞》以双联画形

式，通过水波荡漾的河面和一只白鸥独立

栖息的画面对比，展现湿地绿色生态；孔维

克、贾荣志创作的中国画《黄河入海流》，则

艺术再现了黄河汇入渤海时黄蓝两色交织

而成的特殊景观。同是表现黄河自然之

美，姜宝林、姜满创作的中国画《天上来》意

在以七彩丹霞映衬黄河的质朴无华，在极

具构成感和色彩对比的画面中营造宏阔而

震撼的气势；胡伟综合材料绘画《银波》则

从精微视角切入，综合使用宣纸、麻纸、矿

物和植物颜料，以及折叠、揉搓、泼洒等手

法，拓展表现语言。

个性化的艺术表达丰富了对黄河之美

的诠释。不论是具象、抽象还是象征，美术

工作者在自然的黄河、生命的黄河、人文的

黄河、观念的黄河之间，不断拓展黄河的视

觉呈现方式，展现出独特的艺术感受和人

文思考。

以持续“深扎”讲好故事

黄河的壮美与崇高激发无数美术工作

者的创作热情和艺术灵感。新时代，如何

在时代精神与艺术使命的辉映中讲好黄河

故事？这是美术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以组织创作拓展艺术视野，提升作品

质量，是新时代黄河主题美术创作的重要

方式。2019 年底，文化和旅游部组织中国

艺术研究院、中国国家画院、沿黄 9 省区文

化和旅游厅等共同启动黄河文化主题美术

创作工程，汇集创作成果举办了“长河大

道——黄河文化主题美术作品展”。近百

件新作，深入挖掘黄河流域的历史文化、

风土人情、发展成就，浓墨重彩讲述“黄河

故事”。工程的启动，形成黄河主题美术

创作新高潮，并进一步带动了黄河主题学

术研究和创作，使黄河主题创作更加丰富

多元。

创作的厚度离不开扎根生活的深度。

为避免创作浅显化、语言程式化，各级美术

机构持续开展深入广泛的沿黄写生和采风

活动，使创作者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

沉淀情感、升华创作。比如，中国国家画院

先后组织本院 70 余名美术工作者，深入黄

河 流 域 9 个 省 区 ，沿 着 48 条 线 路 采 风 写

生。刘建中国画《九曲黄河第一镇·碛口》、

康雷版画《黄河新生态》等作品，既有山川

风貌的写意呈现，也有现实题材的宏大叙

事 ，力 求 在 时 代 语 境 中 创 新 阐 释 黄 河 文

化。内蒙古、山东、四川、陕西等地，也纷纷

组织美术工作者深入沿黄流域采风写生，

用艺术之笔展现各地黄河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的图景。青年创作人才的培养也越

发受到重视。河南大学“黄河文化主题中

国画青年创作人才培训”项目，通过名家宣

讲、大家亲传、采风考察、绘画创作、展览推

广等方式，推动美术创作，深化黄河文化内

涵研究，助推黄河主题创作不断深入。

还有一批美术工作者长期深耕黄河主

题 ，为 新 时 代 如 何 讲 好 黄 河 故 事 做 出 表

率。作为“天下黄河——中国百名油画家

主题作品展”“生生不息——叙事的黄河”

等活动的总策划，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

迪安自己也创作了不少与黄河相关的油

画。他认为，沿着黄河流域进行采风调研，

可以近距离感受黄河新气象，进而表现黄

河流域丰富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人文内

涵，这也是今天美术工作者立足中国大地、

表现中国艺术、展现中国气派的生动实践，

是非常有意义的。油画家王克举自 2016
年起历时 4 年、行程 4 万多公里绘制了百米

长卷《黄河》。从黄河源头至黄河入海口，

画作将黄河不同区段的代表性景观串联起

来，通过将中国画“写意精神”与油画对互

补色的应用相结合，展现黄河不同区段、不

同季节之美，绘就一条人文长河。如画家

自己所说，“当我拿着画笔跋涉徘徊在黄河

岸边的时候，就是想深入了解脚下这片土

地的历史、生态和文化，从而让我笔下的每

一处景点都更准确、更具特色且饱含人文

精神。”从事中国画创作的徐惠君，持续关

注黄河题材，仅前往壶口瀑布写生就达百

余次。他以传统笔墨强化光影效果，画面

中，浪花击石形成的雾气等生动而鲜活，

壮美而富有层次感。虽然视角不同，画家

笔下的黄河都表达了对黄河文化和精神的

理解。

大河奔腾不息，沉淀着厚重的文脉，奔

涌着讲不完的故事。美术工作者心贴大

地、情贴生活，深入把握黄河精神的时代内

涵，用诚挚之笔讲好黄河故事，为奋进新时

代注入精神力量。

（作者为《美术》杂志编辑部主任）

绘写壮阔的黄河画卷
吴端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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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纸，蘸墨，挥毫……画室

里一片寂静。不一会儿，花鸟跃

然纸上。画者认真，观者亦入迷。

画室之外，不见高楼大厦，

未有车水马龙，只有阳光越过院

墙，洒在冬日田野之上。举目远

望，桃林片片，皖北农村秀美的

田园风光，与画室内的张张作品

相映成趣。

很难想象，以书画会友是当

地 百 姓 生 活 的 日 常 。 这 里 ，是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安徽省宿州市萧县刘套镇。步

入古黄河畔的刘套镇，浓厚的书

画氛围扑面而来，临街不少建筑

都是书画装裱店面和画室，村民

家中、饭馆宾馆，随处可见文房

四宝、书画作品。

“农忙干农活，农闲写字画，

家中无字画，不算刘套人。”刘套

镇是萧县书画艺术兴盛的一个

缩影，最具代表性。萧县是汉文

化腹地，书画艺术源远流长、众

星璀璨。早在明清时期，萧县就

形成了“龙城画派”，现当代更是

涌现出王子云、刘开渠、王肇民

等一批艺术名家，是首批命名的

中国书画艺术之乡。如今，萧县

民间习书作画蔚然成风，上至耄

耋老人，下至学龄儿童，皆可泼

墨作画，下笔成书。县 26 个乡

镇（街道）全部成立了书画院、书

画协会，擅施丹青的书画人才也

多达 3 万余人。

悠长的文脉滋养着萧县书

画创作，造就了其独特的艺术面

貌。当地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玉

器 和 陶 器 ，散 发 着 古 朴 浪 漫 之

风，具有较强的写意性；出土的

大量汉代石刻作品，则反映了当

地人豪放旷达的个性。“如今，萧

县特别是刘套，百姓充分汲取当

地传统书画创作养分，认真学习

从当地走出去的名家大家的艺

术成果，崇尚意境、重视情趣。”

萧县文联主席夏凌说。在传统

文脉和风土人情熏陶下，萧县创

作者虽大多是乡土出身，笔下却

满是梅兰竹菊、名山大川，写意

潇洒，尽显人文情怀。

提起萧县书画发展的高峰，

不得不提刘套人萧龙士。他师

从齐白石，擅长花鸟，尤擅兰、

荷。在坚持创作的同时他积极

传 授 画 艺 。 自 20 世 纪 50 年 代

起，萧龙士力推“江淮大写意”，

刘套镇群众书画逐步走出皖北

农村，在各类展览中崭露头角。

至今，村民仍受他影响。

得益于一代又一代人的接

力传承，刘套 书 画 的 生 命 之 火

久 久 不 熄 ，不 断 迸 发 新的时代

活力。

新时代的刘套镇群众书画

从带有泥土味的一物一景中获

取灵感，用人文雅趣表现田园生

活，形成新面貌。种葡萄的画葡

萄，种蔬菜的画蔬菜，养家禽的

画鸡鸭，田园景象和生活气息皆

可入画，使画面在充满传统意蕴

之 外 ，更 多 了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抒

写。“秀丽的山水，多彩的农业，

赋予书画创作丰富的题材，使刘

套镇书画艺术绵延不绝，近 10
年更是繁荣兴盛。”刘套镇综合

文化站站长陆中华说。

走进刘套镇综合文化站，红

的 牡 丹 ，紫 的 葡 萄 ，绿 的 芭 蕉

……上百平方米的房间，墙上挂

的都是书画，既充满浓郁乡土风

情，又颇具传统文化精神。陆中

华边走边介绍，“几乎每周，文化

站都会组织当地书画爱好者以

画会友，交流切磋，刘套镇如今

能书善画者上千人，省级以上书

协、美协会员有数十人。”

文化之力，润物无声。与书

画结缘的刘套人，正在悄然被书

画所改变。

在自己的画室，刘套镇魏安

村村民王淑玲铺开一张宣纸，寥

寥数笔，一对鸳鸯跃然纸上，栩

栩如生，她说“这是村里一对新

人准备结婚用的”。如今在刘套

镇，书画艺术已深度融入日常生

活。探亲访友，书画作品胜过烟

酒礼品；新人出嫁，文房四宝是

常备嫁妆；举办婚礼，笔会助兴

成为重要环节；新房装修，“写意

水墨”必不可少。送春联、送福

字 ，更 成 为 当 地 重 要 的 年 俗 活

动。于是，书画装裱、文房用品

成为刚需，不少人以此为生走上

致富路。刘套专业从事绘画的

人也越来越多，以书画院和文化

馆的专职画家、美术教师以及职

业画家为主，进一步提升了刘套

书画艺术的魅力。

刘套书画的繁荣，还离不开

“桃花笔会”。 1987 年，画家郑

正先生退休返乡后，在刘套镇创

办了第一家农民书画院，同年举

办了首届“桃花笔会”，广邀同道

中人切磋技艺。自此，每年春花

烂漫之时，一年一度的“桃花笔

会”便如期而至，成为刘套乃至

萧县的文化盛事。“‘桃花笔会’

已经举办了 31 届，去年来自省

内外的近 200 名创作者挥毫泼

墨，描绘美丽乡村，抒写幸福生

活。”萧县美术家协会主席耿宏

亮介绍，“‘桃花笔会’的举行，不

但为创作者提供了交流的平台，

也扩大了书画消费市场。”

近年来，以刘套镇为代表，

萧县每年书画市场交易量约 8万

件（幅），每年总销售收入逾 1.5
亿元。萧县书画作品和相关产

品还出口到 10余个国家和地区，

提升了萧县文化品牌的影响力。

为了进一步推动书画传承，

萧县推出“狮虎行动计划”搭起

登顶高梯，助力高端人才前往艺

术殿堂学习深造；打造“英才激

励计划”铺平成才之路，重点奖

励 初 出 茅 庐 的 书 画 英 才 ；实 施

“田园普及计划”链接未来之桥，

引导青少年接受书画教育。让

书画艺术进校园、进社区、进乡

村……各乡镇更是妙招频出，不

断拉近人们与书画的距离。

人才的积累，交流的扩展，

也让当地的艺术创作由原来的

传统书画发展为国、油、版、雕画

种俱全，特别是岩彩画、综合材

料绘画和篆刻等，在国内已然小

有名气。

“进修期间，不但绘画技法

得 到 进 一 步 提 升 ，还 开 阔 了 视

野。”刘套镇刘套村村民刘雪擅

画工笔花鸟，2023 年，依托该镇

书画艺术人才提升计划资助，前

往北京画院进修一年。如今的

她，以作画为生，也教授儿童绘

画，“传承传统文化，是我们的

责任”。

在王淑玲的手机里，一个可

爱小女孩蘸墨作画的视频令人

忍 俊 不 禁 ，那 是 她 5 岁 的 小 孙

女。“两岁时就吵着要画画，对色

彩很敏感。”话语中，王淑玲充满

欢喜。

雪白的画纸上，稚嫩的小手

紧紧握住毛笔，涂涂抹抹之间，

描绘的是萧县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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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千里堤防——固堤泰千里》，

作者邱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