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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海蓝天，帆影点点，草木葱茏……山东青岛
的美丽风光，就像一幅曼妙的水彩画。作为中国最早

引入水彩画的地方之一，青岛无论城市风格或是气候
特征，天生就蕴涵着水彩表现的“代入感”。9 月 25
日，由中国美术馆、青岛市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青岛市委员会主办的“中国美术馆学术邀请
系列展——青岛水彩”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展出
100 余位艺术家的 200 余幅作品，包括陈坚的 《收割》、
王绍波的《渔歌》等，不仅全面展示了青岛水彩的发展
脉络和成果，也为推动水彩艺术的本土化、在地化发展
提供了思考。

中国水彩画在近百年的中西文化交融中风生水起，
形成了独特而鲜明的民族面貌。青岛水彩是山东水彩的
发源地，也是中国水彩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早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水彩画就风靡于此，经过几代艺术家
的努力，在青岛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成长，形成了宏

丽、爽朗、灵动的地域风格。
青岛水彩画的发展历程见证了 20 世纪以来青岛城

市的建制与社会变革，具有鲜明的地域与时代特色。青
岛这座城市孕育了闻一多、徐咏青、吕品、晏文正、宋
守宏、陶天恩、陈坚、王绍波等一大批优秀画家，青岛
也成为名副其实的水彩重镇。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
一大批青岛水彩画家立足青岛城市文化语境，创作了大
量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水彩画作品，在全国水彩界产生
了重要影响。

在本次展览中，几代青岛水彩画家同台献艺，同声
相应。那些跨越百年的精彩作品，为观众拉开历史的广
角，让大家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中回眸、凝视、展望，
从其生成、积累、变迁的线索中，认识和理解青岛水彩
画这一优秀地域文化典型的价值。

中国油画的发展与中国近代百年历史发展紧密
相连。在 20 世纪中西艺术交融、碰撞的时代背景下，
艺术家徐悲鸿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理想，用画笔反映社
会现实。戴泽既是徐悲鸿的追随者，也是其美学和教
育思想体系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他的艺术人生如同他
的老师一般，与时代发展密切关联，在历史洪流中熠
熠生辉。

戴泽是新中国油画家的重要代表人物，美术教育
家。他继承徐悲鸿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功力扎实，
修养全面，涉猎油画、国画、水彩等多个领域，创作
了大量兼具时代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经典之作。在
美术教育方面，他辛勤耕耘，将徐悲鸿倡导的美育精
神传承发扬，为新中国美术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
才，做出重要贡献。

戴泽最为人所知，也最为典型的是他的主题性绘
画、风景写生及以围绕家园情怀的作品。他亲历了 20
世纪油画在中国的巨大变革，满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和使命感，用画笔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他将中西
艺术融会贯通，既掌握油画精纯的语言技巧，又在探
索实践中融入民族精神，形成了典雅、沉着的艺术特
色，并始终坚持用画笔记录人民，为时代抒怀。上世
纪60年代起，戴泽行旅踏遍祖国各地，创作了风景和
风物见闻等大量写生作品。他将个人生活体验、审美
感受与社会生活、自然紧密关联，记录了新中国几十
年发展中瞬息万变的景象和生机勃勃的场景，既有城
市建设、人民生活的火热瞬间，也有河川风貌、草原
戈壁的瑰丽风光。在以家为主题的创作中，戴泽显示
出自由舒展的心境。他不拘泥于具体形式，国画、油
画、水彩信手拈来，擅长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美，于平
淡处见真章。20世纪90年代后，戴泽在语言探索上不
断革新，更趋精进，他将此前的多幅创作进行重绘，
融入了对艺术新的思考，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元的艺术
面貌。

在本次展览中，观众可以看到他创作的 《胜利的
行列》《义和团大捷》等革命和历史题材作品，构图宏
阔，色彩醇厚，显示出强大的大型空间调度能力；《孙
中山》 等历史人物肖像，用深入的刻画和考究的细节
还原人物的形神风采，有直抵人心的力量；《颐和园
雪》等风景创作可以看作是他的心灵图写；《花卉》等
围绕家园情怀的作品则是他的情感归宿。

纵观戴泽的作品，在不同面貌的背后，有着最核
心的内在关联，那便是他对现实生活的深切关注和情
感表达。正如他所自陈：“相信你的眼睛，画你所看到
的。”面对生活和艺术，戴泽始终怀有赤诚之心，他将
丰厚的学养和精神品格融注到作品创作中，凭一腔至
诚和纯熟技艺，在美与真实之间找到了自己的表达。

生于1922年的戴泽今年已经99岁，他是中国近百
年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本次展览不仅是对戴泽艺
术历程的回顾，也是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以
艺术家的个体经历和创作，真挚记录中国的风貌变迁。

以大爱之心育莘莘学子，以大美之艺绘传世之
作。戴泽60多年的教学经历，80余载的创作生涯，印
证了此言。正如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在展览前言中
所说：“静水深流、润万物而无声，朴素平实的画面背
后，蕴含了艺术家最为深沉厚重的情感，沁润着艺术
家的家国情怀和赤子情怀，也折射出个体所见证的时
代瑰丽光华。”

本次展览之际，戴泽将 25件作品捐赠给国家，由
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体现出艺术家对国家美术事业
的无私奉献，对大众美育事业的深切关注，彰显了艺
术为人民的大爱之情。

戴泽艺术展举行

一片冰心 润泽无声
本报记者 赖 睿

透过水彩看青岛
闻 逸

▲ 青岛印象之一 （水彩） 杜大恺

朴素无华，自有韵味。日前，由中国美术馆主办，中
央美术学院协办的“润泽无声——戴泽艺术展”在中国
美术馆举行。展览围绕主题性创作、国家建设、家园
情怀三个主题，精选120余件佳作进行展示，呈现出戴
泽对艺术的孜孜以求，对时代和人民的真挚情感。本次
展览是“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美术作品收藏和捐赠奖励项
目”之一，也是“中国美术馆捐赠与收藏系列展”。

▲ 纳木湖畔 （油画） 戴泽

▲ 王家坪 （油画） 戴泽

记录山乡巨变

山西省平陆县圣人涧镇晴岚村，红彤彤的苹果挂满
枝头，村民们在田间地头架起手机，直播带货；河南省
新辉县，乡亲们把切好片的山楂晾晒在太行山的悬崖峭
壁上，漫山遍野的山楂成为南太行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安徽省石台县，村民们正在田地里进行趣味抓活禽比
赛，欢声笑语就似在耳边萦绕……穿梭于一件件摄影作
品之间，记者仿佛跟随这些画面来到广袤乡村，走进一
个个鲜活的故事现场，探寻当地的自然风貌、人情风俗
和今昔变化。

一进展厅的显眼位置，便能看见龙涛拍摄的《大苗
山里的第一书记》组照。这组照片讲述了广西柳州融水
苗族自治县多位驻村第一书记带领村民发展特色产
业，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故事。画面中，村民们手捧罗
汉果、林下灵芝、食用菌、茶叶等当地特产，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龙涛现在是融水苗族自治县四荣乡
东田村的驻村工作队队员。“我亲眼看到乡村发生的改
变：村里的房子越来越好，村民的穿着越来越时尚，
大家的笑容越来越甜。”龙涛说，随着接触的深入，他
萌发了拍摄驻村第一书记的想法。自 2020 年以来，他
已经完成了融水苗族自治县 5 个乡镇 20 多名驻村第一
书记的专题拍摄。

邵广红将镜头对准了自己的学生。在她的作品里，
孩子们总是那么纯真可爱：晨光中，两个女孩在教室
里说悄悄话，分享属于彼此的趣事；大树旁，男孩靠
着树干吃冰棍儿，脸上乐开了花；阳光下，女孩轻轻
闭上眼睛，吮吸花的芬芳……这组 《乡村小学》 摄影
作品淳朴真挚，勾起了许多现场观众的童年回忆。邵广
红出生于辽宁省北票市的一个小山村，现在是北票市大
三家镇中心小学的教师。她说，自己小时候没有留下任
何影像，为了弥补这种遗憾，她从2012年开始用相机记
录孩子们的小学时光，希望他们永远保持一颗童心，永
远热爱生活。

组照 《乡村亦艺术》 则展现了浙江丽水上小溪村
“涂村计划”的成果。这是艺术点亮乡村、文旅融合发
展的生动案例。画面中，富有当地文化气息的街画与来
往的村民和谐共存，其中一张照片里，夜幕下的上小溪

村这般静谧，皎洁月光洒在街画上，呈现出一种淡妆浓
抹总相宜的美。据悉，“涂村计划”的实施，激活了乡
村记忆，带动了当地文化提升。现在，上小溪村已经成
为丽水新晋的网红街画艺术村。

这些定格的瞬间，正是今日中国山乡巨变的生动注
脚。主办方介绍，全国农民摄影大展创办于2011年，是
中国首个聚焦“三农”发展的品牌展览活动。历届大展
共收到投稿近 20 万件，其中 1500 多件优秀作品入展。
一幅幅影像跟随时代变迁，记录中国乡村的巨大变革，
展示“三农”工作成果，推动乡村文化繁荣发展。

十载呈现新貌

全国农民摄影大展迄今已走过10年。如今的大展在
主题风格、展陈方式等方面，都有所明确和调整，呈现
出新的特点：为进一步提高作品质量，扩大覆盖地区，
大展举办由一年一届改为两年一届；开幕时间固定在举
办年的农历秋分，即中国农民丰收节当天；同时，大展
还明确了“观察生活、关注现实”的纪实风格。

这些特点，在本届摄影展上都有所体现。而在作品
展示方面，本届展览也有新的尝试，对观众来说，是一
次颇具意味的沉浸式观展体验。

刚进展厅，耳边就响起《在希望的田野上》那熟悉
的旋律。记者循着声音来到展厅中的互动空间：眼前是
一片金色的麦田，在装置的作用下，麦穗轻轻来回移
动，带来风吹麦浪的视觉感受；麦田的背景墙则是
180°多媒体动态影像屏，静态的照片通过特殊技术被
制作成动态效果，在大屏幕上滚动播放，与麦浪装置、
现场音乐交相辉映，一片丰收的喜悦。

一些组照大小有别、错落有致地悬挂展示，在展厅
中形成了多个立体影像中岛。整个展览以金黄色为主色
调，部分墙面张贴着麦穗和写着“丰”字样的簸箕，营
造出丰收的氛围。展厅还特别辟出一块“农家乐”小
院：小院周围悬挂着展现乡村文化的摄影作品，桌上摆
满了土豆、茄子、黄瓜等蔬菜，等待观众前来围坐观
赏、品味……展览现场设置了融合互动区，通过 AI 技
术，将观众的照片与展览作品进行融合，观众可以保存
合影并分享给朋友。末尾，展厅留出一面互动墙，观众
可以拿起画笔，描摹心中的美丽乡村。

不只是一个展览。本届摄影展还推出了走进乡村、
贴近农民的放映、讲习等系列线下活动。今年 3月，讲
习活动来到辽宁、浙江、山西、广西、湖北等地的乡
村，讲习导师们分享创作经验，提供摄影指导，受到农
民摄影人的欢迎和喜爱。

丰年人乐业，陇上踏歌行。随着乡村振兴的全面推
进，中国乡村面貌日新月异，乡村生活更加多彩，广大
农民摄影人大有可为。期待未来有更多乡村题材的摄影
佳作！

（本文配图均为“第十届全国农民摄影大展”入展
作品，由中国摄影家协会提供）

一幅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
——第十届全国农民摄影大展侧记

本报记者 赖 睿

眼下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大地流
金，神州处处“丰”景好。时值第四个
中国农民丰收节，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第十届
全国农民摄影大展”日前在北京中华世
纪坛开幕。广大农民摄影人用镜头描绘
美丽家乡，定格幸福生活，111件摄影作
品汇聚成一幅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

◀ 繁忙的码头 （组照之一） 张巧玲摄
▼ 盐场女工 马朝武摄
◀ 繁忙的码头 （组照之一） 张巧玲摄
▼ 盐场女工 马朝武摄

▲ 乡村小学 （组照之一） 邵广红摄

▲ 开心农场 陈旗海摄▲ 开心农场 陈旗海摄

▲ 牛市 （组照之一） 苏雁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