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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国美术馆与共青团
中央宣传部共同主办的“美术作品
中的青春——中国美术馆藏经典作
品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展览展
出中国美术馆藏作品 160 余件，分
为表现革命主题的“青春的信仰”、
表现新中国建设情景的“激昂的青
春”以及表现改革开放尤其是新时
代以来多彩生活的“多姿的青春”
三部分。

概而观之，展览主要展示表现
青年人形象的美术作品，就像中国
美术馆曾在国际儿童节梳理美术作
品中的儿童形象、在妇女节梳理美
术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一样。这种展
览形式广受欢迎，因为观众可以迅
速抓住展览主线，看到不同历史时
期、不同视觉语言风格的美术创作
的差异，通过一种比较性的视角，
建立一种对展览主题直观和立体的
认识。

此次展览在逻辑上有一种历史
性的叙事。“青春的信仰”部分特别
展现了中华儿女救亡图存、争取解
放的牺牲精神。这其中，最代表性
的莫过于唐一禾1941年创作的油画

《七七的号角》。1937年，日本侵略
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七七事
变”。画面上，一群青年学生组成抗
日宣传队积极奔走，宣传抗日。在
天安门广场1958年落成的人民英雄
纪念碑上，我们能够看到冯法祀画
稿、滑田友创作的著名浮雕作品

《五四运动》，表现的正是青年学生
在天安门广场宣传“外争国权，内
惩国贼”的情景。将这两件作品关
联起来看，我们可以对青年学生与
中国革命历史的关系获得一个更明
晰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精神饱满、斗
志昂扬的青年人形象，象征着新中
国的朝气蓬勃。美术家们创造了很
多脍炙人口的青年人形象，最具代
表性的莫过于黄新波1961年创作的
版画《年青人》，女青年执笔作憧憬
状，而她的眼睛望去的方向，则是
星辰大海，还有象征着科技的高压
输电塔。黄新波所刻画的，乃是新
中国一代青年人胸怀理想和热情，
致力于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
的、发达的国家的坚定信念。当
然，朱乃正 1972 年创作的水粉画

《新曼巴》、周树桥1974年创作的油
画 《春风杨柳》 以及在展览中看到
的温葆1962年创作的油画《四个姑
娘》、吴强年 1963 年创作的版画

《公社姑娘》、王玉珏1964年创作的
《山村医生》、潘世勋1964年创作的
《我们走在大路上》、徐匡1976年创
作的版画 《草地诗篇》 等经典美术
作品中的主体人物形象都深入人
心，她们的脸上洋溢着喜悦之情和

昂扬之意，与新中国妇女解放的历
史紧密关联。

改革开放新时期，美术创作领
域涌现出一批表现青年人思想解
放、勇于拼搏形象的经典作品，无
论是徐文华1979年创作的描绘青年
女孩在图书馆开门之前就已等待多
时的油画 《晨》，还是贝家骧 1984
年创作的展现青年人在夜校积极学
习场景的油画 《昨天·今天·明天》，
都表现出新时期青年人对知识和梦
想的渴望。这一时期，表现青年人
形象的经典作品有刘开渠1984年创
作的大理石雕塑 《向新时代致敬》、
詹建俊 1984 年创作的油画 《潮》、
田金铎1985年创作的雕塑《走向世
界》等。《向新时代致敬》雕刻的是
一名知识分子形象的女青年，她梳
着现代感的发型，气质优雅、恬静
端庄、落落大方，正欣然注视前
方。《潮》则是以仰视构图描绘在春
天的田野上耕耘的男性青年，他双
臂抱胸，将铁锹立在身前，柠檬黄
色的毛衣与身后被春风舞动的柳枝
相互映衬，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律
动。《走向世界》 则更具象征意味，
以极具现代主义风格的几何形态塑
造正健步走的女运动员，她象征着
改革开放的中国，正昂首阔步走向
世界。

新时代以来，也有很多美术家
描绘青年人形象。中国画创作领域
像桑建国、罗寒蕾、王冠军，他们
以工笔画语言描绘现代都市里的时
尚青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当
然，美术家们笔下的青年人形象非
常多元，包括表现大学生、都市青年、
快递小哥、人民解放军、医护人员、
少数民族人物等。其中，极具代表
性的是焦兴涛2019年创作的木质着
色雕塑《烈焰青春》：一名身体笔直
站立的青年消防员，他的脸庞稚嫩
但眼神坚毅。作品表现了消防员这
一群体，他们守护着人民的生命财
产安全。

青年人的形象，象征着健康、
美好、希望，从民族解放，到新中
国、改革开放、新时代，不同时期
的青年人形象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烙
印：从怒吼、牺牲，到建设、奉
献，再到拼搏、责任和担当。从唐
一禾、黄新波、刘开渠，到焦兴
涛，这些美术家都有一种理想信
念，那就是要用青春之歌为时代塑
像。美术家们将自己对国家、民族
和美好未来的期望和祝福，熔铸到
这些青年视觉形象中，积极地回应
李大钊在《青春》中的呼唤，“以青
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
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
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副研究馆员）

“征程”展无疑将是当代书法发展的又一个
里程碑式的重大展览。之所以说“又一个”，是
因为它是当代尤其是近10年探索中国书法发展
方向的一个环节。

科举废除、学制西化和硬笔替代，使书法
自1905年后逐渐边缘化；1979年浙江美术学院
招收书法研究生、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
等，使书法重获国家教育和文化体制支持，由
此开始融入国家文化发展大格局中。

40多年来，无论是书法学科地位的不断提
升，还是持续至今的“书法热”现象，都反映
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现实活
力。更重要的是，在40多年的复兴历程中，书
法界找到了许多有价值的创新路径，比如坚定
传承并力图弘扬中国传统文人书风的道路、继
承和发扬清代碑学观念与技巧的道路、兼容传
统文人书风与清代以来篆隶北碑书风的道路、
借鉴其它艺术门类 （包括西方艺术） 而发展起
来的注重形式创新的道路等。每一条道路，都
在当代书法发展中留下了丰富成果，也将成为
未来中国书法史必须书写的篇章。

但当代书法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长期
以展览竞赛为中心，导致风格趋同，出现所谓

“展览体”；学科归属中以书法为“视觉艺术”，
导致重笔墨轻文本。深入地看，问题的本质是
书法逐渐演变为专业人士从书斋 （工作室） 到
展厅的闭环活动，越来越脱离现实生活。

2014年，中国书协针对性地提出“植根传
统，鼓励创新，艺文兼备，多样包容”的评审
方针，“植根传统，鼓励创新”和“多样包容”
针对“展览体”；“艺文兼备”则首先针对文字
错误、文本错漏及胡乱处理行款等问题，中国
书协为此专门设立“文字文本审读小组”，限制
此类作品的入选，同时对自作文辞不断给予鼓
励，例如，同等笔墨表现水平下自作文辞优先
入选等。

这一评审方针发挥了积极作用。投稿的书
法家开始关注文字、文本和行款问题，以前常
见的繁简字转化错误、文本错漏、行款违背书
仪等现象大幅减少，作品的综合文化品质显著
提升。由此带来的是书法家对蕴含在笔墨之中
的传统文化的敬畏，也就是对书法的传统文化品
格的重新体认。传统文化的综合滋养，是书法发
展最为重要的基础。苏轼曾说：“退笔如山未足
珍，读书万卷始通神。”

中国书协乘势而上，在常态化展览之外，分
别于 2018 年和 2019 年策划了“现状与理想——
当前书法创作学术批评展”“源流·时代——以
王羲之为中心历代法书与当前书法创作”两个
大展，并配套举行“乌海论坛”和“绍兴论
坛”，引导书法家全面思考当代书法与历史文脉

的关系。
但书法与时代生活之间的联系，仍待探

索。2020年，中国书协举办了“中国力量——
全国扶贫书法大展”。这次展览部分作品的文
辞，是采访现实生活中的扶贫事迹后撰写的白
话文，突出书法作品文辞的“记言录史”功
能。这对习惯书写古典诗文的作者而言，不啻
为一个重大挑战。

2021年，中国书协举办“伟业：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书法大展”，策展理念提炼
为“浸入式感受、体验性书写、主题性创作”。
具体要求是：书法作者亲身深入生活，搜集有
关史料甚至访问有关事件发生地和参与人，然
后撰写文辞、书写作品。

本次“征程”展在延续书法家深入生活进
行采访等做法的同时，进一步要求部分作者采
用传统诗文，加强与历史文脉的呼应。

这是 40 多年来书法发展理念的一次重要
飞跃。

这一理念，将书法家推向现实生活、感受历
史文脉，从而打破了传统的“书斋—古诗文—书
法作品”这一习惯，形成了“生活—自作文辞—
书法作品”的崭新创作模式。在这一模式下，
书法家在创作之前，需要体验现实生活、熟悉
文章传统。

书法与所有艺术门类一样，以历史文化为
发展根基，以现实生活为创作源泉。社会生活
每时每刻为艺术家们提供着各种各样的情感激
发；文字、语词和文章也为艺术家们昭示着深
蕴其中的民族精神。在生活中获得情感体验，
并因事而成文，在文字、语词和文章中回溯历
史和文化，再因文而濡墨。这样的笔墨表现，
必然与简单对标展厅要求而抄写古诗文具有本
质的差异。

由于惯性的限制，一两件作品或许还难以
看出这种差异，但持续地、普遍地按照这种方
式进行书法创作，其成效是可以期待的。历史
早已证明这一点。如果没有“兰亭雅集”的生
活情境以及由此而生成的文章，则千古名作

《兰亭序》必然无从产生；如果没有祭奠为国捐
躯的侄儿以及由此生成的祭文，也就不可能有

《祭侄文稿》这件巨作；如果没有蒙冤被贬黄州
而生成的诗篇，也就不会有名传千古的 《黄州
寒食诗帖》。无论是王羲之、颜真卿还是苏东
坡，再天才的艺术家，也难以用闭门造车的办
法创造出惊天动地的杰作。书法家沈尹默说：

“书学所关，不仅在临写、玩味二事，更重要的
是读书、阅世。”旨哉斯言！

当然，古代文辞也有激发作用。因此，唐
代书法家孙过庭说王羲之“写 《乐毅》 则情多
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

怿虚无，《太师箴》 则纵横争折，暨乎 《兰亭》
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
涉乐方笑，言哀已叹。”前四种是抄写他人文
辞，而后两种则是自作文辞，都可能引发书写
时的情感波动。简单取舍，既不符合书法发展
史，也不现实，更不是科学的态度。

中国书协的倡导也不局限于单一创作模
式。2014 年评审方针的落脚点是“多样包容”。

“中国力量”“伟业”以及今年的“征程”展，都不仅
包容各种文辞，而且在风格上也提倡多样性，
鼓励书法家充分发挥创造才能。

有理由相信，在通过主题性展览而建构的
这一崭新创作理念的引领下，前述40多年来探
索过程中所有有价值的艺术创造路径，将在坚
守艺术取向的同时进一步关注生活、关注文
化，从而在越来越宏阔的当代中国文化大格局
中找到自己更好的位置，共同推动中国书法事
业更好地发展，使书法艺术不断繁荣昌盛，并
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大乐章同频共振，谱写
出更加辉煌灿烂的时代旋律。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近日，“大地史诗——中国大运河主题艺术
展”在浙江美术馆拉开帷幕。展览围绕“大运
河”这一核心文化意象，邀请62位 （组） 艺术
家 进 行 专 题 创 作 ， 创 作 艺 术 作 品 80 余 件

（组），涵盖中国画、水印、水彩、油画、书
法、雕塑、装置、新媒体等多种艺术类型，旨
在展现文旅融合时代背景下大运河“璀璨文化
带、绿色生态带、缤纷旅游带”的建设成果。

“在这次展览中，我们没有展示大
量历史画或文献，而是将今天理解的诗
性运河介入其中，让观众进入展厅后能
感受到运河写意的气息，以此唤起他们
对运河历史、运河文化的情感共鸣。”
浙江美术馆馆长应金飞说。

展览对中国传统绘画中一种独有的
表现形式——长卷，进行了更加贴近当
代生活的艺术创新与发展，构想出一种

“再长卷”的展览理念与展出方式。所
谓“再长卷”，不仅包括借鉴历史上“长卷”作
品对大运河景观的描绘，同时也抽离出“长
卷”独有的有机融合时空关系、“游”的视角和

“情景交融”的诗意化境界等特点，从题材、媒
介和理念上进行创新。其中包括龚鹏程 《运河
赋》、林海钟 《汴河桃源图》 等传统“书画长
卷”；方利民 《运河记事》、陈琦 《生成与弥
散》 等“版画长卷”；邵文欢 《江河一处》、胡

晓阳团队《运河影像志》等“影像长卷”；傅冬
霆 《诗流图》、吴穹 《马可·波罗游记》 等“影
像长卷”。通过多元的艺术形式表现大运河优美
的自然景观、丰厚的历史资源、多样的文化属
性等。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展览的整体格局也是
一种“再长卷”：打破架上美术作品单一展示模
式，为展览空间注入时空的绵延性和作品的连
续性。例如，由陈抱阳创作的 《从河工到银
河》 打造了沉浸式的数字空间，叙述从远古到
未来的河流畅想；由谭彬带领的中国美术学院
社会叙事工作室创作的 《古今一相接》 交互影
像装置空间，立体呈现出运河市集的中国风
貌；由高世强领衔的中国美术学院山水影像创
作集体以《山水·运河》影像作品再现了今天运
河沿岸的风土人情。观众漫步展厅时可以移步
换景、心随物游，在诗意化的空间中体悟大运
河古今叙事的起承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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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志作品

烈焰青春 （雕塑） 焦兴涛

“畅游”诗意大运河
本报记者 赖 睿

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书法家协
会共同主办的“征程：迎接庆祝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书法大展”
日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

本次大展将书法寄情抒怀的
艺术表达方式与记言录史的社会
功能相结合，组织300多位书法
家深入基层、广泛调研，通过精
心创作遴选的300余件作品，聚
焦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
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以
及“时代楷模”先进典型事迹和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讴
歌时代，书写人民，赞美英雄。

书法与时代同频共振
——“征程”展遐思

叶培贵

书法与时代同频共振
——“征程”展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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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晓勇作品

展览现场

七七的号角 （油画） 唐一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