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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长莺飞时节，江南已是一

片春色。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文

化馆的农民画展厅里，乡土渔村

的色彩愈发斑斓。那红蓝绿的碰

撞间，有江海的丰饶，有丰收的喜

悦，还有桑麻间的烟火寻常。

农民画是如东一张亮丽的文

化名片。濒长江、临黄海的地理

环境和南通江海文化的浸润，孕

育出如东农民画这朵艺术之花。

相传清同治年间，苏州桃花坞木

版年画艺术传入如东。当地曾经

有过“乡乡村村有壁画、家家户户

画满墙”的盛景。这些民间绘画

深深扎根在如东大地，为农民画

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如东农民画的蓬勃发展，始

自 20 世纪 60 年代。那时，画家康

平回到家乡如东开展群众美术教

育，组织多期业余美术创作培训

班和中小学生美术学习班，掀起

农民画创作热潮。到 90 年代，通

过向上海金山农民画等学习，以

及对如东传统灶头画、床雕画等

进行研究，如东农民画的创作面

貌一新。县文化馆举办的首期如

东现代民间绘画创作培训班，进

一步带动了农民画转型，作品不

仅多表现当地渔民生活，也一改

桃花坞木版年画风格，更具现代

美感。创作培训班还没结束就出

了成果——1991 年 1 月，如东县

11 件作品入选第二届江苏省农

民画展。由于极富个性的艺术张

力和不断增强的影响力，同年 6
月，如东县被命名为“中国现代民

间绘画画乡”，其后连续五届被命

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如东农民画有着独特的艺术

风貌。其颜色绚丽、风格质朴，多

表现当地的生产生活，具有鲜明

的江海风韵。即便在一些不是以

大海、渔民为主题的日常绘画中，

画面也常会出现鱼、文蛤、蓝印花

布等充满地域特色的元素。“如东

农民画构图饱满，赋彩多用红、

黄、蓝、紫等大色块，对比强烈。

笔法上保留了桃花坞木版年画的

刀刻味，还根据题材的特点吸纳

中国画、油画、水粉画的技法。”如

东书画院院长桑俊介绍。

从十几岁便开始学习农民画

创作的徐善凤至今仍住在乡村，

虽已年近 70 岁，但她还保持着每

天画画的习惯。摘棉花、捡谷粒

……这些亲历过的农村生活都成

为 她 的 创 作 题 材 ，作 品 透 着 生

趣。她从柜子里取出一沓线稿，

背面沾有铅灰，“如东农民画看起

来比其他农民画更细腻。这跟绘

画方式有关系，它并非直接在宣

纸上勾画，而是承袭了桃花坞木版

年画的制作工序——首先要画线

稿，再将铅灰覆于其背面，最后进

行拓印、上色。为追求色彩饱和

度，往往要上两到三遍颜色才能达

到效果，但又不能太厚，否则容易

开裂，因此平涂也是个技术活。”

如 今 ，现 代 化 港 口 、建 设 场

景、直播卖货等新农村、新生活的

内容，逐渐成为如东农民画的表

现主题。像冒孪庆《卖蛤人》，展

现渔民喜获丰收、销路不愁的情

景；李忠余《我们村里的步行街》

以 俯 瞰 视 角 刻 画 了 乡 村 生 活 新

貌。透过作品，当地城乡发展成

就鼓舞人心。

“农民画要向前发展，必须在

彰显地域特色和表现时代主题上

深耕。”在如东县实验中学的南黄

海民间绘画工作坊里，美术教师

冒 孪 国 拿 出 近 几 年 创 作 的 农 民

画，有的表现直播卖海鲜，有的表

现农家女的现代生活……环视工

作坊，竹编暖瓶套、陶瓷罐、柱头

挂着的板鹞风筝上，到处都有农

民画的影子，其中不少是学校农

民画社团成员的作品。

近年来，如东县以“传统文化

进校园”为抓手，打造农民画特色

学 校 ，制 定 乡 土 教 材 和 校 本 课

程。冒孪国每周三下午会给学校

农民画社团上课。今年初二的陈

奕妤上学期参加了社团，通过课

程了解了农民画的起源、发展、

绘画特点等。结课时，她创作了

一幅以当地勺嘴 鹬 为 主 题 的 农

民画，呼吁大家保护鸟类、关爱

自然。

为 让 更 多 人 了 解 如 东 农 民

画，如东县文化馆设立了农民画

展示厅，不但通过常设展览展示

数十年来的农民画精品，还为农

民画创作者提供策展服务，并不

定期举办农民画培训班。

如今，新生代的迅速成长为

如东农民画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26 岁的祁立美毕业于福州大学

厦门工艺美术学院，目前在如东

县文化馆工作。她将专业所学运

用到农民画创作中，在如东现代

民 间 绘 画 研 究 会 会 长 蔡 虹 鼓 励

下，一改前辈们以小场景创作为

主的特点，开始尝试大场景创作，

并在一些创作中加入分屏手法。

比 如 ，入 选 国 家 级 展 览“2024 年

新春农民画贺岁展”的《欢天喜地

庆新年》，描绘了欢庆新年时敲锣

打鼓、舞龙舞狮的热闹场景，分屏

式的构图，使画面人物疏密有致。

青年农民画创作者张云珠这

几 年 也 转 向 大 场 景 创 作 。 她 认

为，从过去小角度的细腻描摹到

现在大场景的生动刻画，不只是

创作方向的转变，更意味着创作

内容的丰富。她创作的《早海渔

市》，虽然表现的是 清 晨 海 边 的

海鲜市场这类传统题材，但是人

物和场景更丰富，层次关系也更

为复杂。卖鱼的商贩、带着孩子

采 购 的 妇 女 …… 作 品 通 过 蓝 灰

色调大场景与亮色人物的对比，

凸 显 安 静 渔 村 与 热 闹 早 市的和

谐统一。

根植民间沃土，如东农民画

焕发旺盛的生命力。如东县文化

馆馆长陈海铭感慨：“近年来，如

东农民画不断入选国家级大展并

被美术机构收藏，还走出国门创

造 了 一 定 的 经 济 效 益 ，令 人 振

奋。”创新艺术面貌、开发创意衍

生品……如东农民画正迎来新的

发展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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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文化，源于中国人认识自然、

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方式。从早

期敬畏天地的山水崇拜，到此后澄怀

观道的山水寄怀，再到 20 世纪以来国

家民族视野下的山水绘画，山水文脉

和山水精神历经千年传承不息，山水

画 也 成 为 中 国 人 精 神 世 界 的 艺 术 表

达。近年来，从全国展到地域展，系列

主题山水画展反映出山水画创作在回

溯传统、表现时代等方面的新趋势和

新思考，彰显新气象。

创新艺术语言

千余年来，山水画已成为最能体

现中国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艺术理

想的重要绘画门类。随着艺术研究不

断深入、艺术交流更加频繁，当代山水

画家们自觉回溯传统文脉，重识山水

精神，积极探索传统山水画语言在新

时代语境中的恰当转化。

这一转向，在近期山水画展览中

得到清晰体现。比如，中国国家画院

主办的“山水画创作的时代精神与语

言革新”学术研讨会暨提名展，通过学

术研究与创作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展开

深度讨论，既辨析创作中出现的新问

题，又探讨本体语言与时代精神的有

效融合，积极引导当代山水画在继承

传 统 、反 映 时 代 精 神 上 展 开 多 元 创

新。像范扬的《白云生处有人家》等作

品，笔墨运用和色彩挥洒率性又富有

节奏感，以山水写生与山水创作的同

一性，表现平凡景致的生机、入古出新

的活力。方向的《夜行》则描绘了夜幕

下 火 车 从 隧 道 中 呼 啸 而 出 的 情 景 。

画 面 上 方 ，以 积 墨 点 染 黑 黢 黢 的 山

体 ；画 面 下 方 ，以 线 条 勾 勒 山 涧 中 的

溪水，利用大面积的墨色对比拉开画

面层次。展出的 15 位山水画家的百余

幅作品，从不同角度拓展笔墨表现形

式 ，在 当 代 城 市 生 活 中 寻 找 山 水 之

境，绘画语言探索与时代精神表达互

为表里。

“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

勇气打出来”，李可染变革中国画的艺

术理念，激励着一代代山水画家在传

承中不断创新。由国务院参事室中央

文史研究馆研究中心、江苏省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中共徐州市委宣传部联

合主办的“万山红遍——当代山水画

创作与研究”活动，将“李可染作品展”

与“当代山水二十家作品展”“全国山

水画名家邀请展”并置展出。3 个展览

配合 3 场“当代山水画创作与研究学术

对话”，围绕李可染的艺术思想和创作

实践，以及当代山水名家的作品展开，

在厘清山水画发展嬗变、文脉传承、历

史沿革、学理认知的同时，深入探讨当

代山水画如何守正创新。

新时代山水画创作的转向，体现

出 山 水 画 家 对 时 代 精 神 的 体 悟 和 思

考。他们从火热的时代生活中萃取主

题，创新艺术语言，认真探察艺术山水

与自然山水、本体语言与时代精神的

内在联系，赋予山水画更强的艺术表

现力。

礼赞大美河山

新 时 代 山 水 画 创 作 积 极 关 注 现

实，充分融入地方文化建设。从表现

新农村到反映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美

术工作者的创作视角从对形式语言的

追求转向对艺术主题的挖掘，实现由

“小我”情趣到“大我”情怀的跃升。

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显著成就，

为 山 水 画 创 作 注 入 新 活 力 、新 内 涵 。

很多山水画家不再沉浸于表现田园小

景，而是以更宏阔的视野创作雄伟壮

丽的大山大水，反映现实，礼赞时代。

由湖南省数十位美术工作者历时 3 年

通力完成的“大美潇湘”大型系列中国

山水画创作工程，便是对潇湘大地生

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

性变化的生动呈现。创作成果汇集成

展，《资润江山》《澧水泱泱》《多彩浏阳

河》《沅水奔流韵潇湘》等 7 幅长卷和

30 余件单幅作品，展现了湖南“一江一

湖三山四水”的恢宏气象，“潇湘山水”

这一传统美学意象也实现了绘画创作

上的突破。尤其是 7 幅山水长卷作品

气势宏大、连绵有致，或以水墨晕染，

或辅以多种设色，在以往“潇湘山水”

侧重表现柔美抒情的审美意境外，增

添了现代审美要素，表现了新时代湖

湘大地山灵水秀之姿，美丽乡村、活力

新城等景致在秀美山水中隐现，绘就

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画卷。

泰山作为五岳之首，在中国文化中具

有重要地位。近年来，陈玉圃创作的

歌咏泰山的系列巨制，表达了对大美

河山的礼赞。画面中，千岩竞秀、草木

葱茏、云山霞映，意境高远、气韵灵动，

一派磅礴气象，生动展现了泰山的险

绝和浩然之气。这些作品体现出当代

山水画家“为祖国河山立传”的艺术情

怀和积极探索。

“仰之弥高”的气魄和意境，在北

宋全景式山水中得到充分展现，那些

坚实宏伟的山体和灵活多变的皴法，

依然是今天山水画创作学习的典范。

许 多 创 作 者 从 北 宋 山 水 画 中 汲 取 营

养，来表现新时代的山水气象。由中

国美术家协会等主办的“江山如此多

娇——中国山水画作品展览”，倡导描

绘 祖 国 山 河 之 美 ，其 中 不 乏 新 人 佳

作。在单英的《大山新歌》中，巨大的

山体拔地而起，一座高架桥立于崎岖

险峻的高山之上，连接起山上山下的

村庄，以山势之险衬托出百姓生活的

便利。高丽娟的《陇原春早》通过颇具

形式感的线条组构画面，灰白清冷的

色调衬托着零星村落，远景处一列高

铁呼啸而过，似乎打破了陇中山水的

寂静，送去了“烟火生活”。其他展览

上的作品，如张复兴的《万壑树参天》、

徐卫国的《源远流长》等，皆立象尽意，

以崭新的笔墨气象展现大山大水的壮

阔。一件件作品，借助对各地自然风

貌之美的描绘，寄托着创作者对祖国

河山的深厚情感。

宋代郭熙曾说，“山水，大物也”。

通过近期山水画展可以发现，新时代

的山水画家以更加广阔的艺术视野、

饱满的情怀和蓬勃的创造力，传承和

弘扬山水画的千古文脉，以“大我”之

心礼赞大美河山，既为时代进步写下

生动注脚，又呼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理念。

拓展文化空间

山水画有着广阔的拓展空间。如

何进一步挖掘山水文化内涵、激发山

水画创作活力？近期，形态多样的山

水画展为创作与研究带来启示。

近年来，全国重点博物馆、美术馆

都 在 积 极 开 展 馆 藏 经 典 的 活 化 与 利

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现代艺

术创作。中国美术馆先后策划的“墨

韵文脉——辽宁省博物馆、中国美术

馆藏古代山水画展”“墨韵文脉——吉

林省博物院藏古代绘画精品展”，辽宁

省博物馆和北京画院承办的“丹青万

象——齐白石和他的师友弟子们”跨

年大展，均整合文博单位美术资源，通

过精心策划，对古代绘画展开多维度、

多层次挖掘与解读，让更多经典作品以

崭新的方式出现在公众面前，既惠及大

众，也为当下山水画创作提供养分。

诗与画作为中国文化基因的重要

组成部分，早已成为中国人表达情志

的重要手段。诗画合璧的中国画，逐

步发展成为东方艺术中独树一帜的文

化形态和艺术样式。探寻并传承中华

美学精神，重新思考“诗画关系”在当

代绘画发展中的价值，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自 2020 年浙江省文史研究馆

和中国美术学院举办首届“青山行不

尽——唐诗之路艺术展”以来，该系列

展已连续举办 4 届。三代学人、千余学

子，历时数月重走中国历史上的“唐诗

之路”，通过实地采访、研讨调查、交流

合作等形式，以中国画、油画等诸多画

种，深入思考“诗画本一律”的经典命

题。许江的油画《天台写生》组画等作

品，以诗和山水重温浙江的自然、历史

与人文，挥写山川美景，兴发新时代的

勃然诗性，从不同角度重新建立诗文

与山水的内在联系，探求诗境滋养心

灵和艺术的更多可能。

艺术教育始终是艺术发展的重要

环节。全国高等艺术院校山水画教学

与创作研讨会暨师生作品展，自 2013
年由中央美术学院牵头举办首届以来，

至今已在国内各高等艺术院校成功举

办了 9 届。在此期间，全国艺术高校的

山水画教学单位，通过密切交流和深

入合作，整合山水画教学资源和力量，

推动山水画教学向多元、生动、纵深发

展 ，进 一 步 提 升 了 山 水 画 创 作 水 平 。

“鹊华掇英——2023 全国高等艺术院

校山水画教学与创作研讨会暨师生作

品展”，汇集 35 家高等艺术院校及专业

创作单位的山水画作品 500 余件，集中

展现了全国高等艺术院校山水画教学

与创作的新探索、新面貌、新成果。

“ 青 山 行 不 尽 ，绿 水 去 何 长 。”山

水，是河山，也是岁月。期待更多美术

工作者以“为祖国河山立传”的情怀书

写时代气象，以“心手合一”的境界创

新笔墨语言，创作出更多讴歌时代、赞

美自然的精品佳作。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

究所副所长）

系列主题山水画展——

书写山水新画卷
孟繁玮

▲中国画《雄峙天东》，作者陈玉圃。

▼中国画《万壑树参天》，作者张复兴。

▲中国画《北京香山百望山》，作者杜大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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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澧水泱泱》（局部），作者周华平、吕道建、刘剑峰、汪文生、旷小津、袁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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