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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分时节，稻谷飘香，蟹肥菊黄，

一幅幅丰收的壮美画卷在平畴沃野

上徐徐展开。“丰收”亦是美术创作的

重要题材。在中国古代绘画中，已有

反映丰收的作品，如南宋佚名《安和

图》、元代佚名《嘉谷鸣禽图》等，以高

粱、稷穗等谷物入画，预示丰收，表达

吉祥寓意。唐代韩滉（传）《丰稔图》、

清代袁耀《山庄秋稔图》等，则以精巧

的构思和细致的刻画，生动展现“寒

来暑往勤耕耘、稻谷飘香喜丰收”的

景致。

丰收题材美术作品的大量出现，

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75 年来，特

别是新时代以来，许多美术工作者坚

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浓墨重彩

“画”丰收，使相关美术作品在题材内

容、表现形式、艺术手法等方面不断

开拓创新，创作规模也持续扩大。在

第七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品

赏相关画作，既致敬辛勤耕耘，亦可

为美术创作提供有益启示。

画作中，美术工作者为劳动者谱

写的时代赞歌动人心弦。“喜看稻菽

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自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始，美术工作者便以表现

社会现实生活为己任，以饱满热情创

作了一批反映劳动者生活状况和内

心情感的作品。如张文俊、吴君琪、

李畹、魏紫熙合作的中国画《丰收》，

通过巧妙的人物组合再现了果园繁

忙的劳作场景——人们或采摘果实，

或搬运装车，齐心协力的情景颇具现

场感。作品笔法质朴，画风苍秀，线

条灵动，表达了对劳动者的由衷赞

美。新时代，劳动精神在画家笔下得

到接力传颂、弘扬。周丽萱油画《丰

收喜悦》以唯美画面再现了“稻黍飘

香、颗粒归仓”的美好景象，劳动者欢

快劳作的场景颇富感染力。源于生

活的观察、真实情感的抒发，令劳动

者形象更加丰富立体，让劳动精神绽

放时代光芒。

画作中，现代农业发展的壮阔图

景美不胜收。近些年，现代农业 科

技的进步不断为美术创作提供新素

材 、新 灵 感 。 陈 玉 平 版 画《金 秋 随

想》、李 芳 版 画《丰 收 的 乐 章》等 作

品 ，便 从 不同视角反映了现代技术

与传统农业的融合发展。画面里正

在作业的各式农机、无人机等，既体

现了创作者对生活的细致观察，也折

射出大国粮仓的时代新貌。伴随现

代农业发展，通过电商扩大农产品销

路，是帮助乡亲们提高收入的有效路

径。既“低头劳作”，又“上网直播”，

成为越来越多农民新生活的写照，美

术工作者敏锐捕捉这一变化并将其

融入创作。以赖楠、颜子雄、尚超等

人合作的油画《直播的中国：乡村路

线》为例，作品以秋收后的田间地头

为背景，用明亮的色调表现了帮扶干

部与村支书、村民们一起探讨农业发

展，并通过网络直播销售新鲜农产品

的场景。这类作品涌动着田间蓬勃

的活力，拓展了丰收题材美术创作的

表现力。

画作中，庆祝丰 收 的 喜 悦 与 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定格在笑脸上。从

广袤黑土地到千里大中原，从种粮

大户到山里人家，丰收季的欢歌在

沃野间传递，也感染着美术工作者。

老一辈画家黄胄为人民大会堂新疆

厅创作的《庆丰收》，便生动表现了人

们为贺丰收而举行的欢庆仪式。画

中人物分别在跳舞、倒茶、喝茶、鼓

掌、伴奏、欢呼等，神态和动作各不相

同，但喜悦的氛围将众多人物紧密联

系在一起。又如马振声中国画《秋

酣》，以写意传神的笔墨表现了秋收

忙 碌 之 后 老 人 在 竹 椅 上 休 憩 的 小

景。只见他双眸微闭，仿佛陶醉于幸

福之中，身后红彤彤的柿子预示着这

是个丰收年。丰收不仅意味着物质

上的富足，也代表着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期待和憧憬。苏 百 钧 中 国 画《秋

韵》便展开了一幅充满诗意的丰收

画卷。深秋时节，一串串豆荚在阳

光下闪闪发光，画家根据所观所感，

创新性地以水溶性颜料与矿物质颜

料混合在一起打底，利用颜料交融

时的不稳定性在纸面上形成斑驳效

果来表现光感；背景中又画几只水

禽，通过水禽组合形成的弧形打破

了 豆 荚 与 树 枝 平 面 交 织 的 构 图 形

式，既让画面更加丰富、意蕴更加深

远，也让观者感受到一种温暖静谧

的氛围。

画作中，多元的艺术表现手法令

人耳目一新。美术工作者探索运用

不同的形式和技法，赋予作品独特韵

味 。 比 如 ，陆 志 坚 油 画《收 获 的 季

节》，借鉴中国画、水彩画技法，以平

面化的手法表现秋收，为观者带来全

新视觉体验。方骏以现实主义与浪

漫主义相结合的表现手法创作的中

国画《秋收粮满仓》，则将陕北高原秋

后粮满仓的粗犷景色，转变成画家胸

中静雅诗意的“桃花源”，使北方丰收

之景弥漫着江南温润气息。在创作

视角方面，一些美术工作者不局限于

表现劳作的人物与场景，选择刻画与

丰收相关的元素，以小见大。像孙彬

水彩画《金粒》、肖伟色粉画《阳光下

的秋意》等作品，以特写的形式表现

成熟的庄稼，让观者更为直接地感受

丰收的成果。

画作中，绚丽色彩的和谐运用给

人以美的享受。在展现丰收场景时，

美术工作者会运用传统绘画创作中

比较少用且面积较大的金黄、橙黄、

大红、翠绿等亮色，并追求艳而不俗

的效果。在钟蜀珩油画《庄稼地》中，

画家将心灵感受转变为视觉语言，以

充满活力的色彩和自由的构图描绘

了一片高粱地，朴素地传达了她对自

然和丰收的理解。缤纷五彩绘秋田，

绚丽的色彩表达着美术工作者对土

地的深情。

如今，广大美术工作者仍在以各

自擅长的方式，为讲好丰收故事、农

民故事、乡村故事而努力创作。一批

有着浓厚生活情趣、独特笔墨语言、

鲜明时代特征的美术作品，将为丰收

的田野写下新的注脚。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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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画《金秋随想》，作者陈玉平。

版式设计：蔡华伟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美术馆的老

专家老艺术家回信中强调：“在高质量收

藏、高水平利用、高品质服务上下功夫，

努 力 打 造 新 时 代 人 民 群 众 欣 赏 美 术 佳

作、提升文化素养的国家级乃至世界级

艺术殿堂”。

新时代以来，走进博物馆、美术馆看

展已成为百姓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博

物馆、美术馆服务社会建设、满足人民精

神需求的功能凸显。面对社会发展带来

的新机遇、新挑战，博物馆、美术馆不断

提升展览陈列水平，通过多渠道、多层

次、多形式将艺术资源与社会公众连接

起来，建构更有创新活力、更具多重价值

的艺术展示和传播平台。

构建美术展览体系

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

系，近年来，有关部门、美术机构等以博

物馆、美术馆为阵地，以展览陈列为抓

手，积极构建国家美术展览体系，建立健

全美术发展生态。

聚焦时代发展，根植人民实践，以国

家 级 大 展 讲 好 中 国 故 事 、引 领 创 作 方

向。为发挥美术记录时代、沟通心灵、凝

聚精神的独特优势，中宣部、文化和旅游

部、中国文联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庆祝新中国成立 75周年等重要

时间节点，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

国美术馆举办系列主题性美术作品展览，

通过展示各个时期的精品佳作，让观众

深刻感悟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和价值追

求，实现审美熏陶和爱国主义教育。这

一举措也带动了各地美术馆以主题性展

览为时代凝心聚力的多元实践。为建设

具有专业影响力的国家级综合性展览展

示和传播推广平台，文化和旅游部还联

合地方政府于美术馆等场馆，连续举办

多届“中国艺术节全国优秀美术、书法篆

刻、摄影作品展”“中国设计大展及公共

艺术专题展”，用丰富手段、多样形式呈

现新成果、新理念。比如，立足设计和公

共艺术的创作特点和功能作用，“中国设

计大展及公共艺术专题展”从第二届开

始，不再以传统的单件作品为单位进行展

示，而是探索用“案例”形式从文化层面更

加系统、深入阐释主题，启发学术思考。

关注创作新现象，加强专业化建设，

以展览促交流、带研究。5 年一届的“全

国美术作品展览”、4 年一届的“全国书法

篆刻展览”，已成为检验最新创作的盛

事。主办方不断完善展览组织模式、评

审方式、展陈形式，充分发挥展览导向作

用。以第十四届全国美展为例，基于当

下数字艺术蓬勃发展态势，首次引入数

字艺术，以推动其专业化研究和创作。

“中国壁画作品展览”“中国姿态·中国雕

塑展”等展览，同样带动艺术本体研究，

实现学术引领。

扎根中国大地，开拓国际视野，以鲜

明文化特色彰显文化主张。当下，多地通

过举办大型的双年展、三年展推动美术馆

事业高质量发展，有的展览甚至为城市带

来“溢出效应”。比如，已成为独特文化品

牌的“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开创了

国际艺术双年展的中国模式，成为当代

世界绘画、雕塑艺术展示交流的重要平

台。连续举办多届的“成都双年展”，不

仅为市民搭建起了解世界文化艺术的桥

梁，也成为提升成都美誉度的一张重要

名片。广州三年展、济南国际双年展、苏

州·金鸡湖双年展等，以不同视角展现各

具特色的策展理念。

让藏品“活”起来，以更好地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已实施 12
年的“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全

国美术馆优秀项目评选等活动，有力推

动各地美术馆加大对藏品的研究与

利用，涌现出一批有文化、有

深度的特色展览，北京

画院美术馆“抹去

重来六十年——钟涵艺术研究展”、湖北

美术馆“记忆中的武汉——一座城市的

人文图景”、浙江美术馆“为什么是速写

——典藏速写艺术研究展”等，都是馆藏

精品展出季学术推动力的生动体现。从

展览内容到展览形式，各个美术馆立足

自身学术定位，持续深耕，不断提升藏品

利用能力，更好发挥社会效益。

强化主题叙事能力

美术展览是一种传播方式，其初衷

是通过艺术作品与观众进行精神交流。

如今，展览形态已进入综合场域时代，深

度构建作品与人的联系，成为博物馆、美

术馆致力的方向。

展览重在引观者“入境”，既要创造

一个吸引观众走近作品的物理空间，还

要 给 观 众 带 来 心 灵 滋 养 、引 起 情 感 共

鸣。加强作品研究和展览主题叙事能力

是重中之重。2021 年以来，频频引发观

展热潮的“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

大系’成果展”，陆续在浙江、北京等地举

办了 20 余场展览，同时先后前往 10 个国

家举办特展，以成果展、特展、学术

专题展等多种形式，全面展示

了 1700 多件历代绘画精品背后中国艺术

传统的博大精深和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

广阔前景，充分体现了这一具有中国特

色、中国韵味、中国气派的重大标志性文

化成果所承载的历史贡献、时代价值，深

度呈现了中华文明对世界的突出贡献。

故宫博物院“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

水画特展”引发“故宫跑”，不仅仅是因为

《千里江山图》《游春图》等经典之作的魅

力，还在于展览饱含沉甸甸的学术价值

——通过整合馆内外藏品资源，全面而

系统地呈现了青绿山水画的演变历程和

美学意蕴。中华艺术宫今年推出的“美

术作品中的上海”展览，则以地域视角，

遴选优秀馆藏，艺术呈现上海城市发展

历程和文化品格，为推动地域文化发展

发挥积极作用。这些都表明，会讲故事

的展览才能实现润物无声。

以观众体验为本，建立综合性的共

情场域是展览陈列的新探索方向。当人

们走进美术馆，看到的形象、听到的声音

乃至闻到的气味等都影响着其对展览的

文化解读，形成“氛围空间”。因此，要构

建引发观众情感共鸣的整体氛围、打造

“沉浸式”的综合性展览，不只是视觉上的

陈列，还要创造多样性的“接口”让观众主

动融入。以北京画院为例，在加强对齐白

石艺术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策展方

式，推出一系列特色展。比如在意大利

米兰，展览利用高精复制品让观众能够

触摸作品，并结合交互装置增强观众的

参与度和体验感，以中国竹帘营造出移

步易景、鸟语花香般的园林空间，让体验

成为观展先导，更好地让欧洲观众了解

中国书画的诗意和韵味，广受好评。在

图像丰富的当下，策展人愈发需要以开

阔的眼界、创新的思维重新审视展览对

人的吸引力，将人的因素纳入展览策划

有助于激发再传播的能量。

深研传统文化与地域文化，创造性

转换展览叙事，辅以相得益彰的展览空

间设计，可以更好实现“造境”。人们普

遍的观赏习惯、审美偏好都与文化环境

息息相关。让展览亲近观众的情感、调

动观众参与的主动性，一个行之有效的

策略是“熟中生”，即从熟悉的语境进入，

再创造熟悉之外的意外。苏州金鸡湖美

术馆展出的“自·牡丹亭”“自·沧浪亭”

“自·长物志”系列展便是例证。3 个展览

从具有苏州本地文化特色的园林或昆曲

等出发来营造综合情境，让观众在熟悉

的 情 境 中 逐 渐 走 向 艺 术 作 品 。 比 如 在

“自·沧浪亭”中，策展人将苏州园林里四

季时间的流转、移步换景的节奏、自然的

声音与味道引入展厅，为观众设置了一

条“不言慢行”的体验流线，这条流

线用“径、澄、见、宜”四个阶

段 引 导 观 众 感 官 的 延

伸 和 情 绪 的 流

动。之所以这样设计，一是要营造文化

环 境 强 化 观 展 体 验 ，二 是 要 有 力 阐 释

“自”这一主题——一方面揭示中华文化

传统，另一方面指向创新创造。

创造性转换展览叙事，是在理解传

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艺术

的再创造和文化的再表达。进一步发挥

想象力，借助多元文化和技术“造境”，会

为观众创造更多可能。

提升展览传播效能

近年来，大众的观展热情高涨，不少

博物馆、美术馆常常一票难求，观众的审

美要求也“水涨船高”。博物馆、美术馆

如何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拓展传播空间、

提升传播效能，进一步提高公共文化服

务水平？

为解决艺术资源分配不均衡和供给

不充分的问题，博物馆、美术馆逐渐打破

边界，通过巡展、借展、联办等形式盘活

内外资源，让优质美术资源为更多人所

共享。像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美术馆等藏品资源丰厚的大馆，近

年来多次赴外地办展，让藏品与地域文

化实现思想碰撞。如“20 世纪中国美术

之旅：走向西部——中国美术馆经典藏

品西部巡展”，既实现了资源流动，也意

在勾画出 20 世纪中国美术走向西部、发

现西部、认识西部、表现西部的创作历

程，促进西部美术的传承创新。广东省

博物馆则依托广东省流动博物馆，将更

多的馆藏资源以展览的形式送到基层、

街区以及公共空间。

随着科技进步，美术展览形态发生

变革，博物馆、美术馆纷纷依托数字媒

介，有效提升展览传播力。一个重要体

现是开辟线上展览阵地，并从艺术本体

出发结合新技术进行数字化衍生，以丰

富展览层次。从初期探索到后期深化，

博物馆、美术馆不断优化“云观展”体验

感。数字艺术有着广阔的拓展空间，将

更多创意融入“云展览”，能够进一步激

发博物馆、美术馆活力。

数字媒介对展览形态的塑造，还体

现在展厅之内的物理空间与展厅之外的

传播效应两个维度。比如长沙美术馆举

办的“情&理——‘铜官感旧’古今剧场”

大型沉浸式互动展览，展出近 300 幅书画

题咏。展览在形式上另辟蹊径，从展品

中提炼出“情”和“理”，结合人工智能技

术、数字生成影像等新媒体创作，设计线

上线下主题游戏，融入沉浸式戏剧演出

等，让观众在“情”与“理”的选择中代入不

同的角度和立场，重新解读历史人物背后

的故事。这是一次深入的跨专业叙事转

换探索，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参与，很多观

众自发分享感想，让展览实现多次传播。

随着时代发展，观众深度体验的需

求和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应用，都将促进

展览形态和品质不断升级。找到“入境”

的正确打开方式，方可见文化艺术“新

境”，进而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

给，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策展委员

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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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趣画境——齐白石沉浸式数

字光影艺术展”现场。

▲中国美术馆建馆 60 周年系列展览之“致敬经典——中国美术馆藏美术

精品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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