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

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

路。”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

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新中国成

立以来，一代代美术工作者围绕长征主题进

行创作，铭记历史、弘扬长征精神。新时代，

伴随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美术

工作者突破媒介限制，围绕再走“长征路”、再

写“英雄谱”、再现“红飘带”展开主题创作，突

出精神性与当代性，为红色文艺注入时代审

美，礼赞伟大胜利，弘扬崇高精神，吟咏感人

故事。

“长征路”的时代内涵诠释

近年来，随着“重走长征路”广泛展开，美

术界也掀起“重走长征路”写生热潮。美术工

作者通过深入生活丰富情感体验，感悟历史、

观照现实，以艺术之笔传承红色基因。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主体建设范围涉及

15 个省（区、市），美术工作者纷纷走进这些

红色圣地，以现场写生将长征文化转化为精

神图式，赋予长征主题更丰富的表现、更深刻

的内涵。比如 2023 年，中国国家画院组织该

院以及各地名家 30 余人“重走长征路”，到四

川泸州开展为期 6 天的采风写生。地处四

川、贵州和云南三省交界的泸州，是著名的

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留存有不少红色文化

资 源 。 深 入 现 场 ，美 术 工 作 者 胸 中 意 象 迭

起，思绪纷呈，从描绘红色遗址、状写山川新

貌，到为当地民众画像，他们将现实观察与

艺术想象结合，大力弘扬革命文化。抚今追

昔，这种写生不同于一般的纪实性写生，描

绘的对象不仅是眼前所见，更有着历史的厚

重感。

“重走长征路”写生自 20 世纪 50 年代便

已开始，如今最大的变化是在“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中消除了创作主体与表现对象之间

无形的“隔阂”，美术工作者通过现场的深度

体验实现情境交融。现场的观看，如何反映

为画面立意，考验着每一位创作者的眼力与

才智。这从“红旗跃过汀江——全国名家龙

岩采风写生作品展”中能够管窥一二。岳黔

山中国画《长汀龙潭公园写生》实现了由具象

到心象的转化。画面被一棵大树的浓荫覆

盖，一座古亭掩映于树下，不仅在视觉营构上

生发新意，也让观众可以从中感受深刻意蕴

和人文精神。张彦中国画《南溪秋色》中，永

定土楼只是点景，画面主体则是满树满架的

累累果实，由此形成古今对话。这些景物在

画家笔下都有着象征意义，不是孤零零地被

提取出来，而是融入现实场景，如羚羊挂角，

境界自然生成。

当年红军长征充满艰辛困苦，而今“走好

新长征路”同样考验着人的意志。美术工作

者如何艺术地反映“行路难”这一主题，赋予

画面精神感召力？孙宪中国画《长征第一山

瑞金云石山》，以竖幅构图、仰视角度，刻画了

高耸入云、如纪念碑般静立的悬崖峭壁，一排

石阶逐级向上，顶部建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中央政府旧址，这些意象共同诉说着革命

先 辈 走 过 的 艰 苦 历 程 。 余欢地油画《万水

千 山》，以 横 幅 构 图 营 造 险 峻 意 境 。 画 面

上，青山白雪尽显旷远与沉静，近景处是红

军跋山涉水的情景刻画，雪山之美、自然之险

和红军不屈的意志融为一体。魏广君中国画

《大别山》，则以巍峨高耸的山体彰显一种昂

扬向上的力量和刚毅精神。通过不同角度

的刻画，美术工作者生动展现长征精神的时

代意义。

重走长征路，美术工作者通过长征主题

展开新思考。像孙为民油画《伟大转折》、何

加林中国画《赤水河畔》等，都立足新感受和

新体验，不断创新艺术视角和形式。主题美

术创作在与读者的情感共鸣中，释放艺术感

染力，启迪思想，传承精神。

“英雄谱”的人民形象塑造

长征路上，壮烈牺牲的战士，铸就不朽

的丰碑。再写长征英雄谱，成为新时代美术

工作者感悟初心使命、图绘信仰之美的重要

方式。

新时代长征题材美术创作更注重弘扬

“人民英雄”这一主题。大型创作《长征组雕》

尤为典型。为增加中国美术馆典藏，该馆于

2021 年立项《长征组雕》创作项目，馆长吴为

山担任主创，遴选国内优秀中青年雕塑家组

成创作团队。团队多次深入福建、四川、贵

州等地采风，历时 2 年完成创作。该组雕涵

盖“血战湘江”“强渡乌江”“娄山关大捷”“巧

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激战腊子口”等长

征路上的重要战斗，以及“爬雪山”“过草地”

等重要事件。其雕像主体人物大都为普通

战士，人物的体量不大，但场景塑造大气磅

礴 、铿 锵 顿 挫 ，人 物 刻 画 形 神 兼 备 、生 动 感

人，情态动作与历史情境相契合，整体气势

与布局凸显革命战士的战斗力及一往无前

的精神。

组 雕 的 叙 事 性 强 ，群 像 绘 画 也 强 于 叙

事 。 在 绘 画 创 作 中 ，美 术 工 作 者 着 意 突 出

“人民的力量”。中国国家画院“情满大别山

——大别山精神暨红 25 军历史题材写生创

作展”上，陈 钰 铭 中 国 画《独 树 镇 转 移》、纪

连 彬 中 国 画《夜 行》、尚 可 中 国 画《前 赴 后

继》、赵培智油画《出发》等，都是对无名战士

群像的刻画。也有美术工作者通过对个体

形象的细腻描绘，引发观者对群体的联想，

比如“艺术新长征——赣州、遵义、白银三市

红色美术作品联展”展出的严恩浩版画《征

途·1934》。一件件作品，通过展现无名英雄

的奋斗与牺牲，表达人们对正义的追求以及

革命的伟大。

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各个主题展

示区以及公共文化空间的景观设计中，“人

民英雄”的形象也无处不在，成为生动的党

史教材。

“红飘带”的艺术景观营构

长征被作家魏巍誉为“地球的红飘带”，

他用文字叙述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恢宏

历程。美术工作者则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以

真实、直观、生动的视觉形象再造“红飘带”景

观，传承红色记忆、赓续革命精神。

一些美术工作者长期倾心于长征主题创

作，其中体验最深、着力最多、用力最持久的

要 数 沈 尧 伊 先 生 。 2021 年 ，在 国 家 大 剧 院

“地球的红飘带：长征三部曲——沈尧伊连环

画作品展”上，沈尧伊自 1988 年以来先后创

作完成的“长征三部曲”首次联袂亮相。《地球

的红飘带》《长征·1936》《征路星火》三部曲全

景式描绘了波澜壮阔的长征史诗。用美术创

作再现历史的真实，体现于每一处细节，包括

一个动作、一件服装、一把手枪、一张椅子、一

顶斗笠，以及每个人物、每次会议、每场战斗、

每个事件中的各种关系等。为深刻描绘这条

“红飘带”，沈尧伊几十年来五次独自重走长

征路，采访老红军以及沿途各地老乡，寻找相

关历史资料，反复琢磨每一件道具、推敲每一

幅画面。在追求历史真实之外，沈尧伊同样

注重艺术表现力度，如他所说：“力度是红军

精神的形象表现。”为此，他选择了极具力量

之美的黑白版画，将个人情感体验融入创作，

并运用木刻、石版、铜版等多种技法，使人物

形象刻画充满精神张力，最终成就了中国美

术史上的一部红色经典。

数字技术焕新艺术表达。作为长征国家

文化公园（贵州段）的特色项目，2023 年 10
月，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开馆运营。一眼望

去，红色飘带状的建筑蜿蜒起伏，体现着“高

昂的旗帜，不绝的队伍”这一设计理念。展馆

拥有实景异形显示系统，以全息影像、虚拟现

实、三维声场等技术，让观众沉浸式体验红色

文化。2024 年 1 月 15 日，大型长征文化沉浸

式红色剧目《伟大转折》，在贵州省遵义市凤

凰山文化广场的伟大转折剧场首演，通过巨

幕油画、山水共舞、环绕音效等手段，产生令

人 震 撼 的 环 幕 效 果 ，生 动 呈 现 红 色 革 命 史

诗。“艺术+科技”的创新展示，推动长征精神

转化为新长征路上的前进力量。

在现实空间中，系统设计更好服务人们

寻踪红色遗迹。不少地方在长征沿线遗址设

计步行道，以深入体验的方式，建构起公众与

历史及自然的对话。如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

陶家河乡红 25 军长征集结地历史步道设计，

将长征文化主展示区、战场展示带、军民情展

示带、战斗遗迹体验区和军民团结纪念区等

融合起来，把长征主题叙事转换为“爱我河

山”的审美日常，使之成为大众可深度参与的

一项红色文旅项目。

新时代长征主题美术创作的视野是多维

的，方法是多样的，语境是亲切的。美术工作

者以艺术自觉，将历史融入现实，通过多元创

作实践把长征主题创作引向深入，让宝贵的

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作者为广州美术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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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灯彩和灯会

作为传统工艺和重要民俗活

动，激荡起无数文人墨客的

创作灵感，留下不少充满诗

情画意的名篇佳作。这些经

典作品为灯彩和灯会注入丰

富的审美内涵与鲜活的文化

基因。近年来，许多灯彩和

灯会结合现代科技，探索产

业化之路，不仅在节庆中发

挥重要作用，进一步融入当

代生活，也成为文化交流的

使者，谱写传统工艺的时代

新篇。

传统灯彩通常表达喜庆

丰 收 、纳 福 迎 祥 等 文 化 内

涵。各地灯彩因地域文化差

异，造型、材料、工艺不尽相

同，浙江硖石灯彩、福建泉州

花灯、上海灯彩、河南汴京灯

笼张、广东潮州花灯等种类

繁多，各美其美。从赏灯、游

灯到赛灯，灯彩逐步发展为

集节庆观赏与民间装饰功能

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并带

动了灯舞、灯戏、灯歌等活动

的兴起。分布于大江南北的

秦淮灯会、淄博花灯会、石城

灯会、渔灯节等传统灯会，成

为人们共庆新春佳节、祈愿

人寿年丰的重要活动。

近些年，灯彩、灯会在继

承 传 统 的 基 础 上 呈 现 新 特

点、新面貌。一是灯彩制作

的合作化趋势明显，改变了过去手艺人“单打独斗”的局面，

更加适应当代灯彩生产的综合性和规模性特征，有利于工

艺创新与资源整合。二是灯会从节日性、零散性活动向常

态化、规模化活动转变。政府部门、企业、高校、非遗传承人

等多元主体联合举办灯会成为一种新趋势。作为文化和旅

游部“欢欢喜喜过大年”2024 年春节主题活动的重要内容

之一，2024“点亮中国灯”——龙年灯会灯彩迎新春活动中，

各地开展了 500 余项缤纷多彩的灯会、灯彩项目非遗传承

实践活动，热闹非凡。三是灯彩由纯手工艺演变成工艺与

科技、传统与时尚交融的产物。像第三十届自贡国际恐龙

灯会上，高 12 米的大型单体灯组《年兽贺岁》中的“年兽”经

人工智能训练，可与观众互动，还会用幽默的语言拜年。数

字技术的运用以及新材料、新媒介的融入，大大拓展了传统

手工艺的发展空间。

如今，越来越多灯彩与文旅项目、民俗及演艺活动、城

市景观再造相结合，走进日常生活。在第三十八届中国·秦

淮灯会主会场，以明代画作《上元灯彩图》为主题设计的 68
组大小形态各异的灯彩，与户外裸眼 3D 光影秀、创意市集

等相结合，不仅再现了上元灯彩盛景，更为游客带来沉浸式

互动游园体验。第五十三届成都国际熊猫灯会则采用全城

联动模式，将特色景区景点、城市地标同步点亮，形成多点

联动，打造一场百花齐放的新春盛宴。还有一些手艺人不

断更新设计理念，将热门游戏与 IP 角色引入灯彩创作，使

作品“潮”起来，受到年轻人喜爱。顺应当代观众的审美与

消费需求，在部分地区，传统灯彩逐渐走出一条产业化发展

之路，原料采购、设计生产、展出销售等各个环节分工更加

明确，产品类型不断细化，为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

护提供启示。进一步处理好艺术与科技、人文与经济、规模

化与标准化、工艺性与审美性的关系，将有助于灯彩更好融

入时代生活。

灯彩艺术明亮华美，是便于沟通的语言。不少中国灯

彩以独特的文化内涵、精湛的工艺技法、多元的表现形式，

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为庆祝中法建交 60 周年暨中法文

化旅游年，来自上海豫园灯会的 60 架大型灯组和 2000 余盏

华灯落地法国巴黎风情园。《山海经》中的瑞兽、典雅的中式

建筑等，共同构成一个流光溢彩的奇幻世界。此外，古代绘

画中常见的“飞龙在天”、服饰与装饰中常用的“双龙戏珠”，

以及年画里常表现的“鱼跃龙门”等，均化为造型多样的灯

彩，向海外观众展示中国龙年的文化魅力。以灯为媒，我国

四川省自贡市还与法国盖亚克市结为国际友好城市，为文化

艺术交流打开新窗口。在走出国门的过程中，灯彩创作者不

断在传统工艺与现代风格、娱乐性与艺术性、中国韵味与国

际语汇之间寻求平衡点，以作品彰显中国审美旨趣、传播当

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未来，如何凝

聚行业整体力量，创建国际化策划团队，更好地发挥灯彩在

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是需要行业持续深研的课题。

灯彩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当代审美追求的

载体，也是缔造美好生活的一分子。它不仅延绵乡愁，更照

亮未来；不仅唤起文化记忆，更以创新发展点燃人们对美好

未来的希望。

（作者为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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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届自贡国际恐龙灯会一景。

李华时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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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画《征路星火》之一，作者沈尧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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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赤水河畔》，作者何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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