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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学习灵活便捷

白莉之所以被《红、黄、蓝的构成》打动，与其工作经历不
无关系。从河南省科学院退休的她，从事化学比色分析研究，20
多年都在跟红、黄、蓝三原色打交道。白莉从小就对绘画很有兴
趣，只是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学习。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白莉琢磨着在家里能学点儿什么。偶然一天，一条消息引起了她
的注意——“人人都能画出世界名画”。“我原本很畏惧油画，觉得
太高深了，但这句话很打动我。人人都能，我也试试。”白莉说。

同样被这句话吸引的，还有来自广西桂林的山林。“我喜欢
生活中美的事物，但只在小学阶段上过简单的美术课，从没接触
过油画，可以说是真正的油画‘小白’。”山林告诉记者，自己当
时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报名，没想到一学就坚持到了现在，目
前在线学习已经有17个月。

山林把学习油画的时间安排在工作之余，比如午休的时候看
看教学视频，下班后临摹作品，有时候会在晚上创作，一不留神
就画到凌晨了。“线上学画时间灵活，教学视频还可以反复观
看，让我工作生活学习三不误。”山林表示，在线课程不仅价格
实惠，还有美术院校的专业教师指导。

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让线上学习需求明显增长，催生了
内容多元的线上艺术课程。在线油画公社便是其中一例。自成
立以来，在线油画公社已经陆续推出“向大师致敬——莫奈”

“人人都能画出世界名画”“零基础油画课”等系列课程，截至
2022年1月，注册学员已达3.6万余人。他们不仅来自两岸暨港
澳，还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士、日本、马
来西亚、肯尼亚等国家的学员。

课程设置别有不同

艺术创作是实践性非常强的活动，但线上艺术教育不能当面
授课、及时互动，其课程设置有何特别之处？学员中既有上班
族，也有退休人员，年龄跨度大，普及性美育的目标如何达成？
这些问题都考验着从业者的智慧。

白莉和山林都清楚地记得，基础班的学习是从临摹世界名画
开始的。梵高的 《星月夜》《向日葵》《杏花》、莫奈的 《干草
垛》等经典作品，都是他们临摹的对象。“老师说，临摹是一种非
常快捷的进入方式，先看大师是怎么构思、怎么创作的。”白莉说。

“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肯定包括两个最基本的要素，第一
是他们高超的绘画技艺，第二是他们的绘画创新精神，而且这种
创新精神又被后世所认可。我们学习大师的作品，就是站在巨人

的肩膀上学习。”国家开放大学教授、在线油画公社主持教师唐
应山如是说。

“在几十年的美术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每个人都有绘画潜
能，尤其是在色彩方面。”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肖
飞，主要负责在线油画公社进阶班的教学工作。他告诉记者，

“零基础画世界名画”中的世界名画，专指印象派时期的作品。
印象派特别重视色彩的绚烂和丰富性的表现，弱化了对造型的要
求。“我们不是要教授大家如何画出印象派大师的作品，而是通
过分析、引导和实践，培养大家学会用画家的眼睛来观察并表达
世界。”肖飞说。

这样的课程设置加之作品点评、学员交流等线上互动，学员
容易接受且成长较快。山林大约在临摹半年后开始尝试创作，目
前完成的50幅油画作品中，有20多幅是个人创作。而白莉在一
年的基础班学习后，又报名参加了进阶班。

艺术点亮平凡生活

在山林看来，从临摹进入创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
为创作需要自主进行整体布局，从构图及色彩的搭配，到考虑画
面的和谐统一等。”山林说，有时候也会觉得头疼，不过这些困
惑都在作品完成的那一刻得到消解。

白莉也感到临摹和创作有很大不同。“不管是写生还是对着
照片准写生，都让我明白创作是需要带着感情的。”白莉说。今
年春节期间，老师给大家布置了一道作业：画一幅体现家人团聚
的作品。白莉想到了自己远在海外的孩子，因疫情阻隔无法团
聚。“我就画了一张孙子在海边玩耍的画，取名《大洋彼岸的思
念》。因为我想对孙子说，海的另一边就是爷爷奶奶呀。”白莉说。

如今，白莉即将从在线油画公社进阶班结业。第二届国家开
放大学在线油画教学成果展也计划于5月在北京举办，参展作品
就来自进阶班的45位学员。白莉的参展作品已经选定，那是依照
她去年在西藏自驾游的所见所闻而作。“学习油画最大的收获就
是快乐。”白莉告诉记者，画画让她忘记了年龄，每天过得很开
心，生活充满了活力。

而去年底就已结业的山林，所在的班级微信群依然活跃。
“我们相互鼓励，很多人都还在继续自主学习。大家希望能够坚
持5年、10年，一直画下去。”山林说，学习油画让她拥有了一
双发现美的眼睛，现在，她在家庭布置、服饰打扮上都有了新的认
识，人生因此变得充满诗意。“油画世界就是我心中的星辰大海。”

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推动社会公共美育服务进一步向前发
展。互联网将这种文化服务更加便捷地推送到广大群众身边。期
待有更多内容和形式上的探索与创新，让美育惠及更多人，让美
的创造常伴左右。

画卷铭记历史、镌刻时代。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和中国美术馆共同主办的“美在新
时代——中国美术馆典藏精品特展 （第二
期） ”日前在北京开幕。展览从中国美术馆
馆藏中精选近300件作品，以中国画、油画、
版画、漆画、农民画、连环画、雕塑、影像
等艺术形式，尽情抒写新时代的伟大成就，
彰显时代精神。

经典与新创同场亮相

本次展览分为“以美表现新时代”“以美
献给新时代”两个篇章。第一篇章展出党的
十八大以来新创作的表现生态文明、脱贫攻
坚、抗击疫情以及教育、科技、体育等内容
的优秀作品；第二篇章展出齐白石、黄宾
虹、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潘天寿、傅
抱石、李可染等近现代大师的作品。

走进中国美术馆的一层展厅，齐白石的
《樱桃》、吴冠中的 《太湖鹅群》、林风眠的
《秋》、潘天寿的《雨后千山铁铸成》、傅抱石
的《待细把江山图画》、李可染的《山静瀑声
喧》、刘开渠的《踢毽子》等经典名作渐次呈
现，令人目不暇接。紧接着进入圆厅，展示
的则是新时代新佳作，大部分为文化和旅游
部“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推出的现实
题材作品。例如“中国梦”主题的中国画

《放飞梦想》、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为题材的
版画《凤凰展翅》、表现雄安新区建设的油画

《唱响明天——打造千年雄安》、展现中国科
研团队工作场景的油画《呦呦鹿鸣》、以湘西
苗寨十八洞村召开贫困户精准识别公示会为
切入点的中国画 《暖心——十八洞村贫困户
精准识别公示会》等。

北京冬奥会的举行，点燃了大众的冰雪
热情。展览遴选了一批体育题材的新作，如
高毅、黄华三的中国画 《巅峰舞雪》、郑建
辉的版画 《相约冬奥盛会》、李烜峰的雕塑

《超越》 等。此外，吴昌硕的 《书画合璧册
页十二开》，齐白石的 《草虫册页八开》，潘
天寿的 《记写雁荡山花》 等重量级作品也在
展览中亮相。

经典与新创同场展出，是“笔墨当随时
代”、守正创新的艺术精神接续传承的写照，
折射出中国艺术家对民族审美的不断探索。

写实与写意兼收并蓄

展出作品既有写实风格，也有写意风
格，还有作品将写实性与抒情性相结合，令
人印象深刻。

许多艺术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会采用写
实手法。方增先 1955 年创作的 《粒粒皆辛
苦》 描绘了一位老农停下满载麦子的驴车，
返回俯身，捡起几穗散落麦子的情景。刘文
西的 《祖孙四代》 以黄土高原上祖孙四代人
双脚融入泥土的造型，表现了农民与土地的关
系。焦兴涛的雕塑《烈焰青春》用纪念碑式的

手法，通过刻画消防员坚毅、执着，甚至冷
静的表情，写实而传神地塑造了一名普通消
防队员的青春形象。

此外，还有作品以写实手法记录社会发
展、国家建设的伟大成就。比如表现中国科
技发展成就的版画《中国“天眼”》，生动诠
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油
画《最美太湖水》，展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成
就的中国画《中国梦——天军》等。

一些作品在写实中融入诗意，呈现出抒
情性的表达。比如田黎明的中国画 《窗外》
以淡淡的墨韵描绘了清洁城市大楼的劳动者
形象，画面在淡彩和淡墨的大片渲染下表现
出逆光之感，构成了作品特殊的抒情性和诗
意，表达出对美好、宁静、诗意的期待。曾
春平的中国画 《我把春天带回家》 中，两堆
高摞的竹筐沉甸甸地压在自行车上，画面并
没有给骑车的主人翁镜头，却用高高冒出的
一丛桃花，透露出主人翁以及每个人对春天
的向往，对生活和美的追求。

还有作品托物言志，成为时代乃至当下
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比如徐悲鸿的 《奔
马》 将坚实的造型与中国画的笔墨韵味相融
合，在写实主义追求中融入浪漫气质和象征
意味，马儿四足凌空，昂扬驰骋，予人以一
往无前的精神力量。

美术与影像有机融合

“美在新时代”是中国美术馆系列展览
的重要品牌之一。2017 年 11 月，“美在新时
代——庆祝‘十九大’胜利召开中国美术馆
典藏精品特展”展出时，日参观量突破 2 万人
次，成为现象级大展。此次“美在新时代——
中国美术馆典藏精品特展 （第二期） ”不仅
再次拿出众多馆藏精品，还从中央新闻纪录
电影制片厂调出很多记录老一辈艺术大师创
作经历的珍贵典藏影像，让展览更富历史深
度与厚度，是影像艺术与美术展览的一次有
机融合。

“当清晨的阳光刚刚照到北京城的时候……
有一位老人家每天在这个时候开始画画、工
作，他就是95岁高龄的画家齐白石。”6号展
厅里的大屏幕上正在播放 1955 年的纪录片

《画家齐白石》。纪录片细致地展现了白石老
人的创作过程：他寥寥几笔便勾勒出轻盈灵
动的虫鱼花草，令现场观众为之叫绝。

和普通的美术展不同，本次展览特别设
置了几个放映厅，滚动播放 《画家齐白石》

《画中山水》《艺术家影像集锦》三部艺术纪
录片。这些纪录片展现了齐白石、徐悲鸿、
潘天寿、关山月、李可染、钱松嵒、贺天健
等近现代大师名家思考美、追寻美、凝固美
的吉光片羽，让观众跨越时空与大师“相
遇”。纪录片中出现的一些作品正在本次展览
中展出，增添了一份现实与历史的勾连。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这些作
品闪耀着思想和智慧的光芒，体现了民族品
格和时代内涵，展现出历久弥新、与时俱进
的精神魅力。”

本报电（孟江波）3月12日，由北京冬奥组委和中国文化艺
术发展促进会主办的2022北京冬奥会官方项目“2022奥林匹克美
术大会”在北京开幕。此次大会共展出近 800 幅 （件） 艺术作
品，以“冬奥之美·相约北京”为主题，分为水墨之美、书法之
美、篆刻之美、版画之美、雕塑之美、国际大美六大板块，用多
样的艺术形式融合中国艺术之美、世界艺术之美、冬奥运动与色
彩之美。

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主席杨晓阳表示，美是人类认知真
与善的通道，也是人类愉悦心灵的方式。在美的光芒之下，期盼
人们能够亲如兄弟，和谐一体，共同创造光明的未来，这也是本
次活动的意义所在。

“文化艺术赋予奥运会以优雅和美感，使竞技运动成为具有
审美精神的文化盛典。”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北京2022年冬奥组
委副主席于再清表示，奥林匹克美术大会用艺术的形式诠释奥林
匹克精神，是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国际文化艺术交流的
一个重要举措，为中外艺术家搭建了一个优质的文化艺术交流平
台，可以说是一场艺术界的奥林匹克盛会。这也是对“更快、更
高、更强——更团结”奥林匹克格言的诠释。

据悉，自2008年至今，“奥林匹克美术大会”已经举办了六
届，先后从70多个国家、近2万名艺术家中，遴选出近3000位艺
术家的作品参展。参展作品涵盖中国画、书法、油画、版画、综
合材料绘画、雕塑等多种艺术门类。

线上学画，
打开美育新空间

本报记者 赖 睿

线上学画，
打开美育新空间

本报记者 赖 睿

画卷绘写新时代气象
本报记者 赖 睿

视频里，老师正在讲授荷兰画家蒙德里安的名作《红、黄、蓝的构成》，从艺术特点到背

后的故事，无不细致。屏幕前的白莉听得如痴如醉。“特别有感触，一下就喜欢上了。”从未接

触过油画的白莉被这张作品深深打动，从此不可自拔，开始学习油画。

这是国家开放大学唐应山在线油画公社（以下简称在线油画公社）基础班的第一堂课。上

百名油画零基础的学员就是从这堂课开始，踏进油画学习的大门。

随着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升，大众的美育需求愈发强烈。艺术教育不仅是儿童、青少年

全面发展的需要，也受到成年人青睐。成年人生活节奏快、学习时间碎片化，线上课程成为他

们走近艺术的一种选择。

以艺术诠释奥林匹克精神

▲ 最美太湖水（油画） 商亚东

▲ 我把春天带回家（中国画） 曾春平
◀ 奔马（中国画） 徐悲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