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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随
着
生
活
水
平
提
高
，
人
们
对
莲
藕
品
质

的
要
求
也
相
应
提
高
。
柯
卫
东
和
同
事
们
精
心
选

育
鄂
莲
系
列
新
品
种
二
十
多
个
，
既
满
足
了
不
同
生

态
地
区
、
不
同
用
途
的
需
求
，
也
大
幅
提
升
了
我
国

莲
藕
品
种
的
产
量
和
品
质
。

（
四
）
莲
藕
是
我
国
重
要
水
生
蔬
菜
。
常
规
莲

藕
繁
殖
系
数
低
、
种
苗
重
、
易
带
病
。
柯
卫
东
与
同

事
们
潜
心
攻
关
，
发
明
试
管
藕
诱
导
方
法
及
微
型
种

藕
繁
殖
技
术
，
使
莲
藕
每
亩
用
种
量
由
二
百
五
十
公

斤
降
至
二
十
五
公
斤
，每
亩
节
约
种
苗
成
本
近
千
元
。

（
三
）
当
水
生
蔬
菜
种
质
资
源
越
来
越
丰
富
，
柯

卫
东
又
﹃
泡
﹄
在
了
试
验
田
里
，
开
展
起
种
质
资
源
保

存
与
鉴
定
评
价
工
作
，
构
建
起
相
应
的
技
术
体
系
，

为
我
国
水
生
蔬
菜
种
质
资
源
保
护
、
研
究
与
利
用
提

供
支
撑
。

助力水生蔬菜“上新”
杨宏富

（
二
）
过
去
，我
国
水
生
蔬
菜
多
分
布
在
农
家
和
野

外
，处
于
自
生
自
灭
状
态
。
二
十
世
纪
八
十
年
代
初
，

柯
卫
东
承
担
起
水
生
蔬
菜
种
质
资
源
的
收
集
和
保
护

工
作
。
他
和
同
事
们
常
在
野
外
湖
区
、田
野
和
泥
塘
中

穿
行
摸
索
，只
为
挽
救
更
多
水
生
蔬
菜
种
质
资
源
。

（
一
）
种
质
资
源
是
育
种
创
新
的
基
础
。
来
到

国
家
水
生
蔬
菜
种
质
资
源
圃
（
武
汉
）
，
仿
佛
走
入
一

座
宝
库
。
这
里
保
存
着
十
二
种
水
生
蔬
菜
种
质
资

源
三
千
余
份
。
这
些
成
果
离
不
开
武
汉
市
农
业
科

学
院
蔬
菜
研
究
所
研
究
员
柯
卫
东
四
十
年
的
努
力
。

▲中国画《蜀栈行旅图》（局部），作者为清代袁耀。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版式设计：蔡华伟

暑期到来，人们纷

纷走出家门，拥抱“诗和

远方”。旅行，是画家的

写生方式，也是美术创

作的重要题材。从古代

的“ 行 旅 图 ”“ 纪 游 图 ”

等，到当代表现文化和

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多

元创作，画家们将新鲜

见闻、审美观念与人文

思考融入笔端，使一幅

幅作品既为时代留下生

动视觉图像，也拓展了

美 术 创 作 的 形 式 与 内

涵。今天，本版约请两

位专家学者，品读古今

有关旅行的美术佳作，

感 悟 蕴 藏 其 中 的 文 化

魅力。

——编 者

画
卷
里
的
诗
和
远
方

（
六
）
怀
着
一
颗
科
技
惠
农
之
心
，
柯
卫
东
常
与

农
民
分
享
科
研
成
果
、
答
疑
解
惑
。
如
今
，
柯
卫
东

和
同
事
们
研
发
的
新
品
种
、
新
技
术
已
推
广
到
二
十

多
个
省
份
，
取
得
可
观
的
社
会
经
济
效
益
。
他
希
望

通
过
科
研
，
帮
助
更
多
农
民
增
收
致
富
。

当下，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步

伐加快，一批美术工作者敏锐关注到文

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新气象，以饱满的

创作热情、深刻的生活观察和丰富的艺

术语言，创作了不少美术佳作。

在许多地方，参观博物馆、美术馆、

纪念馆等已成为大众出游的必选项目，

美术工作者用画笔记录下公共文化空间

的时代新貌。其中，围绕红色文旅展开

的美术创作，折射出红色资源“活”起来

的生动实践。比如，李前油画《中共一大

纪念馆开馆》，以写实的艺术语言展现中

共一大纪念馆建成开放的盛况，传承红

色文化基因。还有不少美术工作者走

进红色圣地，聆听革命故事，重温峥嵘

岁 月 ，以 采 风 写 生 的 方 式 记 录 红 色 研

学、红色演艺等新业态。像胡建成油画

《遵义会议精神代代相传》，以粗犷概括

的笔触表现了一群年轻人集体参观遵

义会议纪念馆的场景。源自日常生活

又富有精神感召力的画面，引发观众情

感共鸣。

博物馆 IP 的打造、博物馆功能的细

分、博物馆集群的构建等新实践，既为文

旅融合开辟新空间，也为美术创作带来

新灵感。韦萍《上海博物馆东馆欢迎您》

以版画形式表现了新建成的上海博物馆

东馆一角。创作者通过广场上的游人、

飞翔的风筝、悠闲的小鸟等意象，凸显该

馆的公共教育和休闲功能。背景中的

《兰亭序》书法作品则强化了该馆的文化

艺术属性。对“博物馆+”模式的探索，

也在美术作品中得到艺术化呈现。刘畅

中国画《博物馆之城》构思巧妙，通过人

物、文物、场馆相叠加的组合式场景，展

现了古都西安持续升温的旅游热。还有

一些画作聚焦数字技术在博物馆、美术

馆中的应用，以生动的图像叙事彰显文

旅融合中的科技亮点，反映了艺术创造

正向着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敞开。

近年来，许多城市积极开发夜游项

目，以文旅融合点亮夜间经济。朱沙油

画《夜游锦江》表现的正是四川成都的

夜间水上游船项目。创作者以俯瞰的

视角、浓重的色调描绘了夜幕降临时几

艘游船在锦江上徐徐前行的画面，岸边

星星点点的灯光为作品增添暖意。画

中，传统游江文化与现代城市景观的呼

应，彰显历史与现代、文化与旅游的融

合之美。通过组织艺术节、文化体验活

动等方式聚合地方文旅资源，也是吸引

各地游客、带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譬如，江西抚州连续多年举办汤显祖戏

剧节，许多当地美术工作者据此创作同

题作品。像曾群浪、叶小军、邓陆军、何

树敏合作的油画《汤显祖戏剧节》，集中

呈现了东西方具有代表性的戏剧人物

形象，画中涌动着戏剧文化交流互鉴的

活力。

乡村积淀着深厚的乡土文化与民俗

传统，大量非遗资源不仅构建起中华民

族的精神纽带，更赋能乡村文旅融合发

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许多美术工作

者走进田间地头，从火热生活中提炼主

题、萃取题材。王潇中国画《梨园喜入

村》以戏曲下乡为主题，通过对人物情态

的生动刻画，折射出群众高涨的文化热

情。魏占明、梁晋合作的油画《社火系列

之二》则表现了人们观看农村社火表演

的场景。这些画作既唤起大众的文化记

忆，也凸显非遗资源在提升旅游附加值

方面的重要作用。

拥抱自然，在休闲中体悟生态文化，

也是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面向。像

露营、野餐等新消费热点，正在促生文旅

新风口。金巨剑水彩画《湖光》、高凯中

国画《春天的约会》等作品，均表现了人

们在户外野餐的闲适场景，色彩清新，

充 满 生 活 气 息 ，展 开 了 生 态 文 旅 新 画

卷。周仲铭版画《在希望的田野上》则

取材于农业观光项目。作品以观景栈

桥和赏花的人群作为主体，金黄色的油

菜花田延伸至天边，描绘出一派生机盎

然之景。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旅深度融合

拓展了新时代美术创作的题材内容，美

术作品也记录着文旅深度融合进程。艺

耕不辍、履践致远，美术工作者正接续描

绘文旅融合新气象。

（作者为北京语言大学艺术学院副

教授）

描绘文旅融合新气象
杨东谕

明代董其昌在《画旨》中写道：“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

壑内营”。古往今来，“行万里路”既是人

们认识世界、修炼内心的重要方式，也为

画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在中国古

代绘画中，有许多描绘真实景致的纪游

山水之作。这些画作不仅为今人了解古

代社会生活提供宝贵图像资料，更反映

了中国画特别是山水画，在题材内容、表

现手法、审美意涵等方面的演变。

“纸寿千年，绢保八百”。我国许多

早期绘画难以流传至今，但据文献可知，

早在六朝时期已有表现行旅见闻或场景

的绘画。比如，南朝宋宗炳好山水、爱远

游，曾“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凡所游

履 ，皆 图 之 于 室 ”，并 由 此 提 出 于 画 中

“澄怀观道，卧以游之”的美学理念。隋

代展子虔《游春图》，则是现存较早描绘

古人游山玩水之乐的画作。画中山清

水秀、风和日丽，人们在山水间或骑马、

或步行、或泛舟，其恬淡闲适之境令人

神往。

北宋时期，山水画创作整体处在由

地域山川向理想山水转型的阶段，李成、

范宽等人笔下的山水成为理想山水的典

型样貌，其主题往往和行旅有关，像李成

《读碑窠石图》、范宽《溪山行旅图》等。

这类绘画中，常出现在山路上骑驴、驾马

或挑担步行的人物形象，有时还有驮着

货物的成队骡马或牛车跟在其后；山间

则有供人休憩的茶馆、茅屋、亭台水榭等

建筑形象配套出现。不过，这些形象大

多是大山大水间的点景。仔细体味，宋

人笔下的行旅与今天的“旅游”不尽相

同，画中人物出行的主要目的往往并非

游山玩水，或许只是因为生活需要而踏

上远行之路。

用画笔记录旅行见闻，不仅是当

代画家的乐事，也为部分古代画家

所热衷。譬如，作为“元四家”之

一的王蒙就喜绘山川胜景，特

别是对观察和表现家乡浙

江的山水充满热情，他

的《太 白 山 图》描 绘

的就是宁波太白

山。全卷的展开顺序同行旅顺序一致，

画家细致表现了从山中前往天童寺的沿

途景致。明初画家王履基于自身的访游

经历绘制了《华山图》册。三天的攀爬，

历经险绝，让王履对华山，对天地自然，

对山水传统和笔墨有了颠覆性的新认

识。整套册页以水墨表现为主，略施赭

石、花青。山体多使用小斧劈皴，体现了

山石之坚硬，树木用笔虽简但显示出挺

秀之姿。这套册页着重表现了华山之险

峻，并为后世“纪游图”的创作提供了新

启示。

明代中期以来，关于旅行的书籍、诗

文、绘画数量不断增加且各具特色。其

中，吴门画派尤爱描绘苏州及其附近地

区的胜景。例如，沈周《千人石夜游图》、

钱穀《虎丘前山图》等作品表现了虎丘风

光；文伯仁《泛太湖图》、张宏《栖霞山图》

等作品亦为画家遍览美景后所绘。“纪游

图”在吴门画派画家笔下达到了一个高

峰，这与画家的个人旅行经历以及当时

的社会风尚密不可分。

清代，地方画派更加活跃，各地画家

以本地胜景为题材的创作层出不穷。像

今天的旅游热门目的地黄山，在清代绘

画中多有表现。“新安画派”不少画家喜

爱描绘黄山，他们的作品多是画家在亲

身游历的基础上发挥艺术创造力完成的

佳作。除了安徽地区外，江苏南京的画

家也常“咏景纪游”。“金陵八家”中，龚贤

《清凉环翠图》、高岑《石城纪胜图》等，都

描绘了南京本地胜景。“京江画派”的潘

思牧、张崟、顾鹤庆等，则擅长表现家乡

江苏镇江的别样景致，如张崟《京口三山

图》便描绘了镇江的金山、焦山和北固

山，画中墨色重叠积染，山体、树木呈现

苍浑丰郁之势，对于研究“京口三山”的

地理地貌具有重要价值。

在中国的诗歌与绘画里，或者说在

中国人的生活与精神世界里，山与水向

来难分难舍。除了名山险川，旅行沿途

所见大江大河也是古代画家的重要表现

对象。比如，绘画史上有专门描绘长江

的“长江图”，其大致可分成两类：一类着

重强调长江的宏伟气势；另一类则具有

舆 图 特 征 ，细 致 呈 现 长 江 沿 线 重 要 景

观，且在旁边以小字标注具体地点，如

传为五代南唐画家巨然所绘《长江万里

图》等。

透过一幅幅画作不难体会，从古至

今 ，人 们 饱 览 大 好 河 山 的 热 情 从 未 消

退。以胜景纪游为主题的绘画虽不是山

水画创作的主流，却以独特视角展现了

古人与自然、与内心的对话。跟随古人

的画笔，今人也得以开启一场跨越时空

之旅。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副研究

馆员）

于古画中旅行 览山河之胜景
许 彤

▲中国画《游客参观故宫博物院展览》，作者为王宓、彭华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