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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对于中国美术而言，是一个厚重、充实、精彩纷呈
的丰收年份。这一年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也是国家“十
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从本年度的重要美术展览、学术活动
与相关现象来看，美术在国家发展、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和贡
献力愈趋提升，美术创作手法在多元发展格局中继续走向深
入，并在跨媒介展示中实现创新互动；美术理论与文艺评论得
到重视和发展，青年美术生态繁荣，新人佳作辈出，艺术机制
和文艺发展方向也在总结阐发中明晰，切实发挥了时代引领的
作用。

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辉煌历程为创作母题的主题性创作，
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得到聚焦与深化。艺术图像是铭记历史、
和鸣时代的最好方式，更是承载党的百年发展历程的极富诗意
情怀的视觉篇章。正是这些源自不同时代、风格各异的美术作
品，不断发掘和表达当下时代的精神内涵，描绘社会发展与人
民生活日新月异的气象，同时也升华我们对于过往历史和社会
现实的认知与情感。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组织规格最高、选题规模最大、参与
创作人数最多的一次主题美术创作工程，历经 3 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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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上半年收官。以此次创作工程作品和各地近年创
作的部分党史题材及现实题材美术作品为内容，“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术作品展览”于

“七一”前夕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展览共展出中国
画、油画、版画、综合材料和雕塑作品近180件，与党史馆西
侧广场的《旗帜》《信仰》《伟业》《攻坚》《追梦》五大主题雕
塑相映成辉。作为近年来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最新成果，这些作
品聚焦百年重大历史事件、杰出历史人物和优秀共产党人，形
象化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展览中诸多作品以巨大
尺幅展现宏阔场景，展览整体以宏大、深入、全面的格局和意
境，通过艺术性与主题性的深度渗融，呈现了党史线索与美术
表达的意象叠合。这也使我们重新思考艺术创作规律与主题表
达深度的关系，及如何以视觉艺术语言还原历史厚度和细节深
度的时代课题。

同样作为献礼建党百年的展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
和旅游部主办，于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伟大征程 时代画卷——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术作品展”，既是对于党史题材
既往经典作品的汇聚梳理，也是对于近年来主题性美术创作成
果的集中展示。该展凝聚展现了几代中国美术家们发掘时代内
涵、表达艺术理念、拓展美术本体语言的心路历程，一方面呈

现了美术家们多元视觉叙事手法和多种艺术表现手法的守正创
新，另一方面也显现了中青年作者作为当下美术创作的生力
军，所展现出的创作活力和探索精神。

除此之外，全国各地美术院校、美术机构的主题展览精彩
纷呈。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馆、中国国
家画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及各地美术馆、画院、美术院校，都
相继举办了不同主题的美术展览与学术活动。如在中国国家博
物馆举办的“艺术为人民——刘文西艺术大展”“百花齐放——
北京画院创作与典藏精品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第十一届
全国工笔画作品展”“在激流中前进——中国美术馆藏黄河题材
美术精品展”“江南有约——中国美术学院油画11人展”，中央
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的“百年征程 精神图谱——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专题展”，在国家大剧院举办的“地球的红飘
带：长征三部曲沈尧伊连环画作品展”等，都以各自的展览立
意与学术观照，呈现出艺术表现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及美术创
作本体发展的时代新貌。在青年美术展览活动中，“永远跟党
走 青春冬奥情——2021青春志·北京优秀青年艺术家作品展”

“丹青未央——2021首届中国工笔画学会青年艺委会学术邀请
展”“青年艺术100”等，也展现了青年美术的朝气与活力，和
青年美术家心怀祖国、勇于创新的艺术能量。

在这一年中，美术理论与文艺评论工作备受重视，得到长
足发展。2021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
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广大美术家更加认识
到，要开展专业权威的文艺评论，健全文艺评论标准，就要把
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政治性、艺术性、社
会反映、市场认可统一起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中国美
协理论委员会承办，继济南、扬州、重庆之后召开的第四届全
国美术高峰论坛暨徐渭诞辰500周年纪念活动，于今年9月在浙
江绍兴举办。作为美术理论与艺术评论界的品牌盛会，此次论
坛通过研讨新时代中国美术发展和美术理论建设，为把握新时
代中国美术创作方向、引领当代美术理论路向提供了重要学术
支撑。

美术的跨媒介、综合媒体表达，也成为2021年度中国美术
生态中一个独特和重要的景观。在6月底于国家体育场盛大举
行的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中，多媒体视觉创制以营造情
境交融的沉浸式视觉体验为理念，通过经典美术作品的借用和
转化，使一幅幅画作与历史相互对应，在观众的脑海中留下历
史与艺术意象，成为一个个凝聚的精彩瞬间。适逢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之际，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点推出的系列特别
节目《美术经典中的党史》，遴选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中共十八
大以来的经典美术作品，以双重线索展现百年党史和近现代美
术史的发展历程。据相关统计，该节目自年初播出以来，迅速
引发破圈层传播，成为今年的现象级典范传媒项目，反映了新
时代语境下美术在大众审美接受、社会影响力与贡献力方面的
巨大突破。

今年岁末，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是
全国文艺界的一件盛事。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
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党的十
八大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与党同心同德、与人民同向同
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真情倾听时代发展的铿锵足音，
生动讴歌改革创新的火热实践，在文艺创作、文艺活动、文艺
惠民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取得丰硕成果。”总书记给广大文艺
工作者提出的5点希望，更为美术家们的工作坚定了信念，树
立了目标，指明了方向。

综观2021年度美术界的展览生态、学术活动与焦点现象，
可以真切感受到当代中国美术发展的脉搏与温度，把握其发展
规律与未来走向。在这一进程中，如何“坚持守正创新，用跟
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如何“用情用力讲好中国
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如何“坚持
弘扬正道，在追求德艺双馨中成就人生价值”，正成为新时代中
国美术与美术家们为之思考和奋斗的时代课题。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
副主任）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全国
文代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
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
出：“文学艺术以形象取胜，
经典文艺形象会成为一个时
代文艺的重要标识。一切有
追求、有本领的文艺工作者
要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不
断发掘更多代表时代精神的
新现象新人物，以源于生活
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创造，以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
的美学风格，塑造更多吸引
人、感染人、打动人的艺术
形象，为时代留下令人难忘
的艺术经典。”这对我触动很
深 。 其 中 提 出 的 “ 美 学 风
格”，必将引领我们展开对动
漫美学的探索和思考。

动漫作为一门图像汇集
的艺术，承载了从传统向现
代进行过渡和转化的文化诉
求，无疑是提高人民群众尤
其是青少年审美素质的重要
载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一
大批新人新作出现在大众视
野，如第十三届全国美展获
奖作品《美丽的森林》《生生
不息》 两部动画短片，虽然
风格迥异，但是创作者在背
后都进行了大量美学探索，
使作品呈现出动态之美，亦彰显了静态之美。每一帧画
面都像一张明信片，十分灵动，受到不少人的追捧，呈
现出动漫美学的全新面貌。

一直以来，动画和漫画在国外被视作从属于商业
文化的产品。然而，其所具有的文化特征，始终伴随
着社会的变迁，与其他艺术作品有着不同的社会功效和
价值取向。当今流行的动漫美学，其形式与形象一直围
绕着对青春与生命的赞颂，符合人类向往未来的精神寄
托。例如世界级经典角色米老鼠，虽然90岁余，却依然
天真，受到孩子们的喜爱。动漫文化中对平凡生活的
赞美，诠释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创作规律。
它也是形成动漫美学的基础。

动漫创作中的拟人化手法，配合故事角色的演绎，
使得造型本身具有了强烈的符号价值。近年来，一大批
年轻漫画作者茁壮成长，正逐渐迈入主流艺术殿堂。他
们不只是动漫作品的创作者，也出现在创意产业链的各
个环节，追求新的动漫美学主张。他们完全融入时代浪
潮，打破早期人们对卡通、漫画的刻板印象，信手拈来
反映现实生活的鲜活作品，赋予更深层面的精神内涵。
其视觉语言成为对现实生活的赞美，与欣欣向荣的社会
发展交相辉映。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我创作推出《极简
少女系列》，以读书中女孩为主角，伴随着猫咪、鸟儿
等动物，呈现生机勃勃的生命状态，寓意生命的可贵和
未来的美好，希望给疫情之中的人们带来心灵慰藉。我
希望通过最为简单的人物造型、尽量丰富的情感联想，
表现日常生活中的“小确幸”，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支
持的温暖瞬间，从而影响年轻人的生活态度，延伸大众
对于美好未来的无限想象。目前，《极简少女系列》 开
始以大型壁画的方式出现在城市街头，已经完成的有广
州的北京路、大沙头等群众出行密集地区，未来将延展
至城市的更多生活空间，为城市增添人文色彩。此外，
该系列同时规划了绘本创作，主打国际出版流通市场，
通过人物 IP 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为向世界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竭尽一个漫画人的
力量。
（作者系中国美协理事、中国美协动漫艺委会副主任）

本报电（闻逸） 由北京画院主办的“居幽采真——
北京画院园林主题作品展”日前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
行。展览精选北京画院山水组、花鸟组、人物组、油画
组的画家所创作的园林主题作品60余件，涵盖中国画、
油画等艺术形式。

参展作品中，既有古人造园移步异景、动静结合的
景观描绘，也有对于园中小景景致的特别关注；既有寻
迹故园追忆生命流逝的情感记录，也有打开思绪拓宽创
作维度的精神表达；既有南北方园林艺术结合对比的直
接表现，也有写生与创作笔墨语言的探索和转译……不
仅表达了画家对于中国古典园林的形象认知，更具象化
了当代人心中对“桃花源”的向往。

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园林”是重要的创作母题之
一，为历代名家反复描绘。如何以当代视角审视和表现

“传统园林”，创作出与时代同行且兼具个人独特语言的
园林绘画，成为当下艺术家思考、实践与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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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展现“美美与共”

本报电 （记者赖睿） 日前，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
“道同艺合——11人中国画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
此次展览是中国美术馆学术邀请系列展，共展出11位中
国画艺术家王孟奇、范扬、梁占岩、纪京宁、尚可、李
晓柱、崔进、方向、刘万鸣、王德芳、雷苗 （按年龄排
序） 的作品百余件。作品题材包括山水、花鸟、人物
等，画法兼容传统与当代，从艺术群体的角度出发，展
示出当代中国画创作的艺术水准与学术价值。11位画家
经过长期探索，均形成了个人的绘画风格。这次集中展
出，也体现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理念。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为积极弘扬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激励当代艺术创作，中国美术馆推出学术邀
请系列展，旨在发掘优秀艺术家及群体，推介有筋骨、
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

在丹青中感受园林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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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的脊梁（油画） 董卓

▲ 千年圆梦（中国画） 林沛森

▲ 唱响明天——打造千年雄安（油画） 马佳伟

▲ 黄河魂（中国画） 周韶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