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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宝藏家乡”系列插画海报。

提起家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

记忆中的画面，可能是家门口的那

条河，是总想去的那座山，是妈妈

端上桌的饭菜，是街头巷尾的欢声

笑语、风土人情。时光流转，这些

画面却日渐清晰，成为我们内心深

处的宝藏，这千千万万个宝藏共同

勾勒出美丽中国的模样。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

人民日报新媒体推出“我的宝藏家

乡”主题策划，邀请来自大江南北

的 34 位插画师，为全国 34 个省级

行政区分别创作一幅精美的数字

插画，以家乡的自然风光、人文景

观、特产美食、建设成就等，唤起人

们的美好记忆；用细腻的笔触和丰

富的色彩，将每一片土地的故事娓

娓道来，让人身临其境感受大美中

国的壮丽多彩。这一实践为主题

性插画创作提供有益借鉴，也为全

媒体时代推动美术与传播双向赋

能探索有效路径。

发挥融媒体传播优势，以可视

化语言讲好中国故事。插画是一

种形式多样的视觉艺术，如今已大

量应用于书籍、报刊、平面设计等

领域。数字插画的兴起，进一步拓

展了插画的应用空间和受众范围，

为观者带来全新视觉体验。“我的

宝藏家乡”便选择以数字插画的形

式诠释主题，以期与广大网友形成

情感共鸣。一幅幅画作中，既有龙

门石窟、千户苗寨等家乡名片，也

有舞狮子、赛龙舟等多彩民俗，还

有繁忙港口、清洁风电等时代新

象。丰富多元的视觉信息经由新

媒体平台，迅速而有效地抵达受

众，让一个个立体生动的家乡呈现

在观者面前，引起共情共鸣，发挥

了 美 术 作 品“ 一 图 胜 千 言 ”的 功

效。系列插画发布后迅速登上微

博热搜榜，截至 10 月 18 日在微博

平台上累计话题阅读量超 22 亿，

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里“晒家乡”，

实现对家乡情、爱国情的新一轮阐

释，形成多轮传播。这说明在信息

爆炸的网络时代，敏锐捕捉人们生

活方式、文化需求、审美风尚等方

面的新变化，以可视化语言艺术地

阐释主题，真正发挥美的吸引力、

感染力，有助于提升传播效能。

根 植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以

“中国风”彰显鲜明特色。中华文

明悠久璀璨，积淀了宝贵的艺术传

统。将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插画

创作相融合，既能够为插画艺术注

入养分，也可以使传统艺术焕发新

活力。“我的宝藏家乡”系列插画将

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相

结合，许多作品既保留了中国画特

有的意境美，体现传统文化精髓，

又不失时代感，赋予作品新的生命

力。有的作品像一首诗，传递出山

水间的静谧幽远；有的作品像一支

歌，展现出市井生活的热闹喧嚣。

精致的工笔风、轻快的水彩风、俏

皮的“线圈”风等多元绘画风格，使

作品展现不同艺术魅力。系列插

画还巧妙融合了中国传统色系与现

代色彩理论，既具有浓厚的民族特

色，又契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趣

味。很多时候，美的魅力还在于极

致。系列插画从元素选择、画面布

局到艺术呈现，无不独具匠心，哪怕

是小小的水果都会精雕细琢，确保

其符合地域特征。东方美学的视觉

呈现、细节处理的精益求精，既让画

作更具个性化和人情味，也折射出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多元共生。

“我的宝藏家乡”系列插画不

仅在艺术创作上探索创新，在内容

生产路径上也大胆开拓，采用众筹

方式组织创作。策划方先通过网

络平台、社群等多种渠道发起创作

征集，最终在众多参与者中确认邀

约 34 位插画师创作插画。集众人

之智，合众人之力，人们用画笔表

达热爱，因家乡找到共鸣，对伟大

祖国的赞美在插画中实现具象表

达。在传播推广渠道上，“我的宝

藏家乡”系列插画落地北京服贸会

会场，推出主题插画展，吸引大量

与会嘉宾拍照晒图。此外，与中国

邮政合作，推出“我的宝藏家乡”系

列特色邮品，并在各地诸多主题邮

局中提供活动主题专用印章，吸引

年轻人打卡分享，还同步设计了多

种形式的主题文创，通过线上线下

联动、拓展传播场景，有效扩大了

活动的影响力与传播力，真正实现

了众创众传。

立足时代，以美为媒，结合新的

技术手段，生动展示和传播中国文

化、中国精神、中国风范，美术工作

者、新闻工作者大有可为。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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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山河颂》，作者吕鹏。

◀油画《我心中的英雄》，作者邬大勇。

▼油画《浙江省三个“一号工程”——改革攻坚》，浙

江省油画院集体创作。

▲油画《临海东湖》，作者杨参军。

▼油画《通途》，作者唐果。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

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

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

步要求”，强调“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

术精湛、制作精良”“大凡伟大的作家艺术家，都有一个渐

进、渐悟、渐成的过程”“要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

谁’这个问题，拆除‘心’的围墙，不仅要‘身入’，更要‘心

入’、‘情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新时

代文艺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从近年

举办的各类美术作品展览，特别是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

品展览中可以看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地塑

造了新时代美术创作尤其是油画创作的精神面貌，并化

为美术工作者的自觉追求。

深化艺术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

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

耻、懂荣辱、辨是非。”中国文艺有着深厚的叙事伦理传

统，从“文以载道”到艺为“人心之动”，从“忠信以进德”到

“修辞立其诚”，伦理一直备受重视。

20 世纪末，艺术创作的价值观念曾一度过于趋新甚

至唯新，各种新奇艺术现象迭出，虽然艺术叙事的视野被

拓宽，叙事伦理却或多或少被忽视。21 世纪以来，对叙

事伦理的重视与重建，引发艺术叙事转向，激发创作自

觉。其侧重点在于：一方面重回经典的高度，致力于讨论

叙事主体的责任，阐发叙事内容的深刻义涵；另一方面关

注叙事语言的意蕴，以及修辞语言中人与人、人与世界的

关系。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

要讲话精神指引下，美术工作者进一步强化创作自觉，重

新思考绘画中价值观念的阐释、创作主题的抉择、艺术语

言的锤炼等课题，探索研究特定场景下人民价值如何起

作用、人类命运如何呈现。在“可见之诗——中国油画名

家作品邀请展”“大路西行——第三届中国油画作品展”

“江南如画——中国油画作品展”等展览上可以看到，在

思考的深化与创作的磨砺中，新一代油画家迅速成长。

绘画语言作为美术研究的重要课题，在近年国家组

织的重大历史与现实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以及近两届全

国美展中被频频提及。创作者们关注的不是漫无涯际的

语言拓新和“探险”，而是聚焦人类价值观念中可以反复

锤炼和再造的命题、艺术修辞中可以不断勃兴和深化的

命题。重大主题创作特别是现实题材创作，与大时代的

风云相连，与人性的光华相连。它需要“修辞立其诚”，需

要建构与其内涵高度一致的语言体系。因此，创作者们

不停重返人类理想和人类价值的历史高度，收获“万众共

有、吾心独察”的艺术识见，以此塑造艺术所维系着的人

民观念和伦理意识。像封治国《春雷·1990——苏南乡镇

企业大招工》、郭健濂与褚朱炯合作的《互联网的春天

——农村电商》、浙江省油画院集体创作的《浙江省三个

“一号工程”》等主题性作品，在继承油画创作传统的同时

强调中国意蕴，高度重视对情节的构思、对语言的打磨，

紧紧围绕历史现场与现实生活中的“人”展开创作，力求

见人、动人、感人。

坚持人民至上

宏大而诚挚的人民意识，是新时代油画的鲜明标

识。今天的油画家自觉深入社会生活之中，将目光聚焦

于大地上的劳动者，聚焦于时代画卷上的奋斗者，聚焦于

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广大美术工作者越来越认定这样的

创作道路：在广袤的大地上扩充超越个人经验和视角的

感知，将个人感官体验拓展为更加宏观而全面的感知系

统，使画作穿越古今、反映人民生活。

正在举办的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进京作品展

上，扑面而来的艺术形象是脚踏中华大地的各族人民，是

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先贤圣哲，是和我们一道相拥而

立的堂堂中国人。这些形象刚强勇毅，如潮如云，传递着

众志成城的精神力量，扣动人心。譬如，吕鹏《山河颂》，

以浓郁的色调，再现傅抱石、关山月两位前辈创作《江山

如此多娇》的情景，镌刻新中国美术史上重要一幕；邬大

勇《我心中的英雄》塑造了画家少年时代的英雄偶像——

钱学森等一代科学家。还有许多气势宏大的创作，它们既

是社会生活、时代精神的艺术载体，又是美术工作者面对

历史、面对人民的激情熔炉。这些作品以人民形象为根

基，深植时代沃土，构成历史与现实相辉映的史诗画卷。

深厚的人民意识铸炼着今日的美术工作者，也铸炼

着油画的时代品格。这种品格如炽热的火焰、绚丽的霞

光，需刀砍斧凿的研磨、钢浇铁铸的淬炼。新时代油画的

品格，在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油画展上也得到生

动体现。展览中有造型饱满而雄强的人物塑像，有场景

式的生活巨构，有关于绘画艺术关系的深刻思考，有对油

彩语言的清醒诘问……虽然不同画作传递的观点理念各

异，却都通过对油画语言的自省与深化来熔炼作品。张

义波《心愿》描绘了“时代楷模”拉齐尼·巴依卡一家人在

天安门前拍照的情景，以绘画圆了拉齐尼生前的心愿。

画面场景虽为虚构，但创作者着力打磨油画语言，强化人

物造型的完整性、色彩的表现性，使作品富有崇高感。李

建鹏《远方》、吴俊岩《及时雨——中国乡村医疗》等作品，

则以写实的笔触、朴素的人物形象刻画，彰显源自真实生

活的动人力量。这些作品像一块块拼图，汇成一个时代

的油画映像。

弘扬中国精神

满满的东方情怀及其生生不息的创造，不断强化着

油画的中国意蕴。新时代的油画家始终心怀中国艺术

的传统精神并致力于传承发展。他们有的吸收中国传

统绘画精华，在造型中彰显东方风神；有的深入民间大

地，汲取并转化民间艺术与地域文化的精髓，并融于以笔

塑形、以线抒情的塑造，融于各种挥洒、涂抹、皴擦、雕塑

的实验。

一系列实践折射出新时代油画的特点：既蕴含现实

主义理念和表现的深度，又富有东方浪漫主义的诗性。

比如，在“第四届青山行不尽——唐诗之路艺术展：长风

几万里”“山海神游——诗路浙江山水绘画台州主题展”

等展览上，一些充满山海情怀、草木生机、时尚意趣的作

品，正体现了创作者根植时代生活的艺术创造，以及圆融

饱 满 、充 满 东 方 意 蕴 的 表 达 。“ 江 山 留 胜 迹 ，我 辈 复 登

临”。对于画家而言，每一次登临祖国的名山大川，都仿

佛是应和历史的邀约。我们重识祖国的山水，接受山水

的浸润，直面山水的历史，把握山水的立意，实现山水的

写意。这种脚踏大地、丈量古今的行走，成为诗意汩汩不

绝的生长方式——不管承载这诗意的是焕彩文章、是笔

墨油彩、是影像装置，还是园林雕塑或者其他。

诚挚的人民意识、深厚的东方情怀、饱满的塑炼品

格、深刻的艺术思考，集中体现在新时代油画的风采中。

大量新品佳作生动彰显油画艺术的浑厚刚强，并启发人

们深刻认识中国文化的品格、中国艺术的力量。

（作者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油画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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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微 信 扫 描 二 维 码 ，查 看

“我的宝藏家乡”系列插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