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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起，菊桂香，佳节又重阳。

重阳节俗起源于上古，普及于汉代，时人刘歆

所撰《西京杂记》便有“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

饮菊花酒，令人长寿”之说。历史悠久的重阳节俗

代代传承，表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古人还

将这一愿景写进诗文、留于丹青，彰显追求和谐仁

爱的理想。随着文人画的发展，以重阳为题材的画

作，更富笔墨情趣与诗意，从中既可体味古人的胸

臆与情怀，亦可感悟重阳节俗的丰厚文化内涵。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重阳登

高，是传统习俗，也是中国人情感寄兴的一种独特

方式。唐代诗人王维借民俗活动，寄托游子乡愁，

成就千古名篇。清代画家石涛所作《唐人诗意图

册》之一，即取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意。

画面近景处绘有茅屋，屋中两人对坐，周边山峦起

伏、秋树环绕；远景处，山峰直插云霄，营造出天高

地阔之感；左上方，款题照录全诗，又署

“余以范宽笔意写之”，然而山

石 坡 陀 的 勾 勒 并 非 典

型的“范家样”，或是画家以此表明此画追求形简

意远、气象浑雄之境。此外，读画者不必深究于画

中未描写古人登高实景，高士或已登高望远而归，

此中国画的意韵所在，诗情与画意由此高度融

合。近现代画家张大千也曾以“重阳登高”为主题

挥毫泼墨。画中高士登临山顶、极目远眺，意在抒

发画家怀念友人的情思，以及希冀纵情于物外的

情致。正如西晋文学家左思曾云“振衣千仞冈，濯

足万里流”，思接千载，正是重阳时节登高望远追

求的境界。

赏菊、饮菊花酒也是重要的重阳节俗，所以重

阳节又称“菊花节”。古人不仅爱赏菊，更钟情于菊

花的高洁品格，他们写菊、咏菊、画菊、品菊，以秋菊

寄寓超凡脱俗、高风亮节的人文情怀。以“重阳赏

菊”为题绘就传世佳作的画家甚多，如明代中期“吴

门画派”的唐寅、陈淳，中晚期的徐渭、周之冕；清代

的恽寿平、蒋廷锡，“扬州八怪”中的汪士慎，“海上

画派”的吴昌硕；近现代的齐白石、谢公展等。他们

或绘山水田园之景，展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的意境；或以双勾法、没骨法、点叶勾筋法等画

法表现秋菊花容，表达赞美之情。比如，明代唐寅

《东篱赏菊图》，写逸士悠然赏菊

之情致，远山高耸、山石峻峭，劲松高大虬曲、雄峻

刚健；近景以大斧劈皴勾斫巨石为嶂，衬显出画面

的层次；两高士闲坐于石上赏菊清谈，衣纹简练，开

脸高古静谧而自然；数名仆童灌菊烹茶，一派天趣

盎然；黄红白菊，鲜而不俗，简劲放逸。在布局上，

人物、丈松、巨石、丛菊、溪流映带依景而设，画格在

雄劲中有疏秀之美，体现了画家擅长的“画笔兼诗

笔”。清代任熊《花卉四条屏》之《菊石图》则着重刻

画了几方湖石与数株黄紫相间的菊花。据题跋可

知，此画作于重阳节前一日，花叶以水墨晕染、墨笔

勾筋而成，湖石以淡墨皴擦、浓墨点苔，菊石相伴，

刚柔相济，雅致脱俗。在明代沈周《重阳景图》、徐

渭《重阳清趣图》等画作中，画家将菊花与肥蟹、酒

坛等意象组合在一起，借饮食习俗体现传统时令

观，为节日增添了别样的生活情趣。

现代以来，九九重阳更凝聚了“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的民族风范，成为倡导尊老、敬老、爱老、助

老的节日。在节日氛围感染下，许多美术工作者

将目光投向老年群体，以画笔弘扬孝亲敬老传统

美德，为新时代美术创作拓展空间，为培育社会文

明风尚贡献力量。比如，臧玉琴中国画《青春当

燃》，以细腻的工笔语言表现了青年志愿者为老人

理发的场景，适度夸张的造型使人物身份和性格

特质更加突出，大

面积的暖色营造出和谐

温馨的氛围，传递着向上向善

的正能量。范奕彬中国画《人间重晚

晴》则以大视野将多元场景有机组合在一起，

反映老年群体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晚年生活。

画中人物众多，或在奏乐、舞蹈，或在学习插花、剪

纸，构图繁而不乱，设色淡雅，体现了创作者对现

实生活的细致观察，以及对老年群体的关心之

情。如今，越来越多美术工作者倾情描绘“夕阳

红”美好图景，并将重阳节的深沉文化底蕴融入画

卷，使作品既充满人文精神，又彰显时代风貌。

从记录重阳习俗，到绘写佳节风物，再到弘扬

孝亲敬老传统美德，美术作品不仅为历史写照，也

为现实生活添彩。当然，画家们留下的不只是艺

术作品，更是笔墨精神与真挚情感。这些画作令

人一边欣赏，一边感念。希望在百年、千年之后的

某个重阳时节，也有人能在与这些画作相遇之时，

读懂其中满载的意趣、情思。

岁岁重阳画不尽
李路平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是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10周年。

近年来，广大美术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注重守正创新，在美术创作特别是

中国画创作方面取得一定成果。

中 国 画 是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从形式看，它使用毛笔、墨、中国画颜料在宣纸

和绢等材料上作画；从内涵看，它包含着中国人对

自然、社会、哲学、道德、美学等方面的价值认知。

植根中华文化的中国画历史悠久，跨越了不同时

空，历经萌芽、发展、成熟、创新、再发展诸多阶段

的传承、变革，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体系，

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成为世界艺术宝库中珍贵的

财富。

今日之中国画紧随时代发展，不光诗书画印并

蓄、中外绘画元素共融、体裁众多、形式独特，新观

念、新方法、新形态也不断涌现。以花鸟画创作为

例，一些青年美术工作者用心感受时代和生活，创

新运用传统技法，以独具个人风格和现代审美的艺

术语言描绘时代风貌。比如，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

品展览进京作品展上的罗玉鑫中国画《休戚与共》，

以现代构成意识布局黑白互现、虚实相生的构图，

以工笔水墨渲染自然生命情趣，呈现了北极生态系

统多样和谐的美好景象：冰面上，北极熊一家依偎

在一起，幸福温馨，憨态可掬；冰面下，体型各异的

海洋生物悠然自得地在水中穿梭，身姿流畅，和谐

美妙。作品对自然家园的关注、对生命状态的表

达，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美术与时代的同频共振。

变化中亦有不变。纵览当代中国画创作，无论

是盈尺小帧，还是大幅巨嶂，虽因主题内容、画家修

养技艺以及社会需求不同而风貌迥异、各竞神采，

但都追求“意”的旨趣表达和“写意”的方法表现。

中国画范畴中的“意”，内涵丰富，并不专指写意画

或写意精神，其源于中国古代哲学在认知、反映、表

现以及价值取向等方面的独特思考，最终呈现为所

图写物象可资升华发挥的潜在精神特质，与画家命

意中的主观意向、意图叠加重合而成的视觉形式，

即作品。对“意”的求取和写意的方法，使中国画如

诗歌一般，以丰富的象征和比兴托物寄情咏志，诚

如唐代张彦远所言“意存笔先，画尽意在”。在“中

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一带一路”国际

美术工程等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中，不少中国画作

品都反映出创作者对“意”的追求，如唐勇力《盛唐

书画艺术》、田黎明《桃花源记》等，彰显了新时代中

国画的美学品格。

近年来，小幅美术创作受到更多关注。小幅作

品注重意韵、意趣、意格，既可工致谨严、三矾九染、

设色艳丽、笔不厌精，也可寥寥数笔、水墨渲淡、简

概空灵，或工或写，或兼工带写。小画不小，它同样

需要画家精心构思、畅意表达。如若以为小画即小

品，聊以自娱随性、不经意而事之，便容易失之浅

白、浮滑、潦草而有炫技之嫌，从而削弱作品的价值

和意义。新时代美术工作者在小幅美术创作中不

断探索创新，从中国美术馆“美在致广——全国小

幅美术精品展”等展览中可见，一批美术工作者以

精湛的笔墨、造型技艺和高雅的品位格调，妙笔生

花，创作出不少怡情遣性、令人心生喜欢的优秀之

作。一些作品以小见大、以简驭繁，艺术呈现当代

人的精神面貌、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生机盎然的

四时花鸟等，既反映了时代风貌，也丰富了人民精

神文化生活。

数量众多、量身定制的巨幅中国画纷纷进入展

厅、会堂，也是新时代美术事业发展中备受关注的

现象。在古代，人们进行艺术交流的方式多是三五

同好相会雅聚，展卷观赏、品鉴书画作品。如今，一

座座高庭阔宇的美术馆拔地而起，既为中国画由传

统形态向现代变革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展示空

间，也促使中国画的尺幅日渐增大。然则中国画并

非以大为佳，大画、大作须求打动人心、吸睛撼魂。

近年来，伴随“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型美术创作工程”“国家主

题性美术创作项目”等美术创作工程的实施，以及

“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第七届全国青年美

术作品展览”等展览的举办，涌现出一批鸿篇巨

制。例如，何家英、王振、祝建华等人创作的《双喜

临门》，长 5.6 米、高 2.4 米，创作团队运用传统矿物

色并结合壁画技法表现国庆节办婚礼的热闹场景，

实现了传统材料技法与现代题材的巧妙融合。此

外，张琳与杨可合作的《筑梦未来》等作品，均在画

面布局、人物塑造、色彩表达等方面有所拓展，为大

尺幅创作积累了有益经验。总之，大画之“大”，需

要有坚实的造型功夫、笔墨色彩驾驭能力和富有创

意的构成设计支撑，须注重大意境、大气势、大格

局。远观取其势，务求新颖别致、神摇目夺；近观重

其质，务求深入描绘精妙耐看，虚实轻重得宜、色彩

和谐饱满、笔墨技艺精熟、制作手法精良；还要能够

引人入胜、令观者产生丰富的思绪联想并从中获取

教益，方能称之为精品佳构。

小画怡情、大作撼魂，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

分属于两类不同的艺术取向追求和审美感官效

能。但在实践中，作品不分大小，都需要美术工作

者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入生活、积累学养、夯实

基础之上，围绕“技”和“道”两个层面下苦功。综合

思想、学问、才情、修为，谙熟艺术创作规律；练就笔

墨色彩、语言长技，活用工写制作规律；悉心研习继

承传统艺术精华，积极探索创新形式、方法、语言并

建立起新的中国画品评标准，有助于推进新时代中

国画更上层楼。

（作者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守正创新显中国精神
冯 远

10 年前，我有幸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继

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等重要指示精

神，既为书法界指明前进方向，也令我们倍感责任

重大。10 年来，广大书法工作者围绕“举旗帜、聚

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正本清

源、艺以弘德，在创作时代精品、开拓艺术新境、弘

扬书法文化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为书法事业的

繁荣兴盛夯实基础。

作为中华文化瑰宝、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艺术门

类，书法不像绘画和文学作品那样直接描绘丰富多

彩的现实生活，而是以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作为交流

工具的实用汉字为表现对象，既记言录史，又传情

达意、焕彰神采。书法艺术所蕴藏的价值观念，不

仅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来的深厚滋养，也影

响、反哺着中华文化。

回望传统，历代书家留下大量佳作，成就了一

座座“高峰”。新时代的书法“高峰”在哪里？与古

人比还是与今人比？实实在在的依据，是历史和人

民的认可度。只有心怀天下、情系人民，用心用情

用功，才能创作出引发时代共鸣、传得开、留得下的

经典之作。新时代为书法工作者攀登“高峰”提供

了良好条件和广阔空间，关键需要书法工作者将创

作同民族命运、人民期待联系起来，坚守人民性、时

代性、艺术性，笃行不怠，力耕不止。为引导新时代

创作，近些年中国书法家协会聚焦“中国梦”时代主

题，团结书界同道，先后组织以“名篇、名家、名作”

为主题的“三名工程”，举办“中国力量——全国扶

贫书法大展”“征程：迎接庆祝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书法大展”“全国第十三届书法篆刻展览”等，鼓励

广大书法工作者贴近时代、贴近生活，抒写中华历

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在这些展览上，涌现

出不少优秀之作，集中呈现了新时代书法创作的新

风貌。

攀登书法“高峰”，还要在深研传统的基础上，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近年来，全国书法

篆刻展览、中国书法兰亭奖评选等不断改革组织

模式、优化评审机制，更加强调入选作品的人文气

韵，促使书法工作者提升传统文化修养、加强书法

艺术本体研究。“尚意千载——宋代书法主题展”

“承续：新中国新发现书法主题大展”等展览，通

过古代经典与当代创作相映照的形式，引导书法

工 作 者 鉴 古 知 今 ，在 植 根 传 统 的 基 础 上 锐 意 创

新。对书法艺术而言，缺乏创新的继承是不完整

的、表面的。我在创作中也时时以“三问”鞭策自

己：“耐得住寂寞吗？”“精品意识强吗？”“超越自

己了吗？”我想，这是与当代书法工作者共勉的追

问。从艺几十年，我不敢有丝毫懈怠，坚持对传统

展开“马拉松式”的学习研究，力求去创造“一厘

米”的高度，可谓“垒土一厘米，毕功成老翁”。今

年，我在中国美术馆以“行稳致远”为主题，展示

了 100 余 件 80 岁 以 后 的 新 作 —— 作 品 的 书 写 内

容、形式选择、表现手法等全方位求创求变，体现

了我对传统艺术创新的理解。当然，个人的创造

力是有限的，艺术创新永无止境。努力向上，让经

典滋养自己，让作品烙上新时代的印记，是广大书

法工作者的职责使命。

书法是人民大众的艺术，书法界在潜心创作的

同时，积极推动文化惠民、育人、润心。比如，中国

书法家协会 2012 年启动的大型公益书法培训——

“西部书界新秀系列书法研修班”，坚持以学为本、

以学养书，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人文熏陶与技法

锤炼相结合中，全方位提升学员能力，历时 6 年为

西部地区培养了千余名书法人才；2014 年启动的

“翰墨薪传·全国中小学书法教师培训项目”“国学

修养与书法·全国青年书法创作骨干高研班”等项

目，均通过强化人才培养的方式，持续助推书法事

业高质量发展。此外，《中国书法大会》等节目，以

中国书法发展源流为主线，聚焦书法经典，运用情

景表演、讲述等多种艺术形式和科技手段，展现博

大精深的中国书法艺术和源远流长的汉字发展史，

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广泛传播。

书法教育扎实推进、书法理论研究持续深化、

对外交流不断拓展……新时代书法艺术彰显蓬勃

发展活力。从“美术与书法”正式成为一级学科，到

“新时代书法教育发展论坛”等学术活动相继举办，

再到教育部成立中国书法教育指导委员会，书法的

学科地位得到相应提升，大众对书法教育的关注度

持续增强，书法界对书法教育与学科建设、书法教

学课程与体系构建、书法教材编写等课题的探讨也

更为深入。同时，书法理论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在

“全国书学讨论会”“全国书法篆刻展览学术讨论

会”等活动中，一批书学研究领域最新成果集中亮

相，这些兼具原创性、学理性与创新性的理论成果，

反映了新时代书法理论建设成效。走出去、请进

来，汉字之美在国际交流中绽放。在“传承与发展

——首届国际书法嘉年华”活动周期间，13 场汇集

中外书家作品的主题展览，让广大观众充分领略书

法艺术跨越国界的魅力。“汉字之美·中国书法环球

行”等项目，则通过在海外举办书法展览，不断增强

书法艺术的国际传播力与影响力。

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民奉

献“高峰”之作，广大书法工作者任重道远。峰高无

坦途，前行路上，还会有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书法

工作者当以坚定的职业操守和艺术定力，孜孜不

怠，砥砺奋进。

（作者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开书法新境 为时代书写
张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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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

▼中国画《休戚与共》，作者罗玉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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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

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

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书法与中国画，作为华夏文明瑰

宝，涵养着中华美学精神与传统文化

气韵。10年来，文艺工作者坚持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努力登“高原”、攀

“高峰”，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推动书

画艺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今

天，本版特邀两位文艺工作座谈会

参会代表撰文，与读者分享学习践行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会与收获，以及

对书画艺术传承发展的思考。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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