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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写人民故事

新中国成立后，现实主义成为主流艺术创作风
貌。美术家们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出一批名垂青史的
作品，如王式廓的《血衣》、潘鹤的《艰苦岁月》等，
这些作品显示了新中国美术独特的文化价值和审美追
求。改革开放以后，艺术风格更趋多元。近十几年
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日益提升，越来越多美术家开
始重新回归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描绘生产生活场
景，绘写人民故事。值得一提的是，现实主义不仅是
美术家的创作自觉，也是广大群众的热切期盼。因
此，在今年的艺术院校毕业展中，许多现实主义美术
作品收获了观众好评。

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生谭森垚的 《山城棒棒
军》 描绘了一群生活在“山城”重庆的体力劳动者

“棒棒”，他们是用一根扁担挑起整个家的挑夫，长久
以来，“棒棒军”用一担担货物为重庆社会经济发展作
出贡献。画中的“棒棒”站在江岸，沐浴夕阳，眺望

远方，目送货船离去。画家没有修饰人物的姿态和表
情，而是还原劳动者工作一天后的状态，年纪大一些
的“棒棒”坐在地上休息，年轻一些的则扶着扁担松
散站着。画面右边戴着眼镜、有些发福的年轻“棒
棒”和坐在地上赤膊上身的中年“棒棒”面带微笑。
就像很多劳动者一样，他们热爱工作，也热爱自己的
生活。天津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生姜同浩的 《天亮
了》 把目光聚焦在夜间劳动者身上，比如值班保安、
宵夜小贩、检修员等，他们守护夜间城市的平安，维
护白天城市的运转，因为工作的特殊性，他们常常被
人忽略。作者用粗犷的雕刻手法展现夜间劳动者的力
量感和生命力，他们普通、平凡却又不可或缺。人物
雕塑的颜色暗沉斑驳，犹如久经风吹日晒的碑石，作
者借此表现劳动者的辛劳，唤起人们对夜间劳动者的
关注。

当越来越多具体的人成为美术作品的表现主体，
也就意味着美术家更多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关注
身边的人和事，践行着艺术源于人民、艺术为了人民
的价值追求。

讴歌发展成就

1959 年，傅抱石、关山月合绘完成巨幅山水画
《江山如此多娇》，这也意味着革命浪漫主义美术走上
高峰。革命浪漫主义是用浪漫主义手法歌颂革命理
想，描绘革命画卷，展现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
国的伟大实践。与现实主义美术不同，革命浪漫主义
美术是写意的，甚至是抽象的，画家在笔触、色彩、
肌理等方面运用写意手法，抒发个人情感，激发观者
共鸣。在今年的毕业展中，许多青年美术学子用浪漫
主义情怀和创作方法讴歌中国的发展与成就，让更多
观众看到00后的感想与期盼。

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生张瑜珍的 《郑律成》
塑造了正在激扬指挥的朝鲜族作曲家郑律成。郑律成
被誉为“军歌之父”，创作了《延安颂》《中国人民解
放军军歌》 等传世经典。这件雕塑作品中，人物造型
生动，富有表现力：郑律成张开双臂，双脚前倾，尽
情舞动指挥棒，他背后是山川、大河、白云、红旗。
作者用倾斜的不规则矩形，象征排山倒海的音乐律
动，让人耳边仿佛回荡起革命年代的声响。中国美
术学院国画系毕业生宗钰的 《红墙和鸣》 让观众看
到首都北京的城市发展与人文气质，胡同的红墙下，
许多市民溜着鸟儿，玩着手机，祖孙两代人用葫芦丝
和黑管吹响幸福安宁的“时代音”；画面远处是北京的
众多地标，如鸟巢、中国尊等，它们汇聚在一起组成
乐谱，是中国城市建设、发展的缩影。

昂扬之外，也有诗意。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

生伦杰豪的《晚安·璀璨焰火》描绘了在夜晚池塘边观
看烟花的武警战士。这幅作品不禁让人想起诗人卞之
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
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就
绘画技术而言，这幅作品并不完美，稍显稚嫩，但青
年美术学子的热情与真诚跃然纸上——武警战士站立
在江南村落旁，和对岸繁密的灯火、烟花形成对比，
动与静、亮与暗、繁与疏，两相对照，映衬着武警战
士保卫村落安全的努力与付出；另一方面，观众还能
从中看到新农村的繁华与热闹，感受新时代山乡巨变。

畅想未来生活

近年来，科学技术快速发展，5G、物联网、人工
智能、量子计算、区块链等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
活。自古以来，科学与艺术紧密相连，比如达·芬奇不
仅是艺术家，也是杰出的发明家，对全球科学技术发
展有重要贡献。中国古代画家如黄筌、李公麟、李衎
等人，也皆是卓有成就的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而美
术家运用画笔记录科技成果更是不胜枚举，如南唐画
师卫贤的 《闸口盘车图》 如实还原宋代的水力磨盘，
具有极高的科学史价值。到了近代，吴友如等画家又
结合最新的科学技术发明和艺术想象，创作了一系列
科幻性的图画，启发国人对未来美好生活的遐想。今
年毕业展上，许多青年美术学子借助科技手段，畅想
未来生活。

四川美术学院科技艺术系毕业生焦悦的 《丝绸星
路》 是一件元宇宙互动装置艺术作品，作者将丝绸之
路上的城市和建筑化作一颗颗星辰，点缀在浩瀚“宇
宙”，观众可以进入这个“宇宙”自由探索，发现那些
或熟悉或陌生的文化遗产。这件作品构思巧妙，在人
类的历史长夜中，丝绸之路是点亮东西方文明的火焰
之一，让不同文明得以交流和进步，作者以此为出发
点，借“丝绸星路”之火点亮整个“宇宙”。中央美术
学院实验艺术系毕业生胡家博的 《具身—辨人》 通过
机器人“predator bot”探讨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

“predator bot”能够主动识别观众的外貌、穿着、姿
态，并形成一种认知，智能芯片再将这种认知上传至
显示器并转化为文字，最终观众会在屏幕中看到机器
人眼里的自己。作品体现了青年美术学子宽阔的创作
视野和较高的技术能力，是科技和艺术的结合，为智
能机器人的现实应用提供了可贵探索。

2024届全国艺术院校毕业展览，让观众和社会看
到了一群意气风发的青年美术学子，他们正以现实主
义眼光、浪漫主义情怀、理想主义态度，描绘时代画
卷，畅想美好未来。

（作者系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本报电 （记者赖睿） 日前，
由中国美术馆、意大利佛罗伦萨
艺术学院共同主办的“心意——
意大利佛罗伦萨艺术学院院士邀
请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与观众
见面。本次展览是“中国美术馆
国际交流展系列”之一，展出 13
位意大利佛罗伦萨艺术学院院士
的90余件代表作品。

展览中，艺术家通过雕塑、绘
画、装置等形式，展现他们对形式
和材料的运用，对自然、社会、生活的深入思考和诗意表
达。展览结束后，其中12件作品将由中国美术馆收藏。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近年来，中国美术馆与
意大利艺术机构保持着良好的交流合作。2020年，在中意
建交50周年之际，雕塑《超越时空的对话——达·芬奇与齐
白石》落户意大利芬奇市，被达·芬奇博物馆永久收藏。中
国美术馆希望以此次展览为契机，继续深入开展中意文化
对话。

意大利佛罗伦萨艺术学院的历史可追溯至 1339年，由
绘画和建筑大师乔尔乔·瓦萨里向科西莫一世·德·美第奇提
议，并于1563年在佛罗伦萨成立。意大利佛罗伦萨艺术学
院现分为雕塑、绘画、建筑、艺术史、人文与科学、音乐
与表演六大学院，历史上，这所机构汇集了来自意大利及
世界各地的艺术大师和学者，包括达·芬奇、米开朗基罗、
拉斐尔、提香、毕加索等。

走进艺术 8 北京艺术之家，一阵松香扑鼻而来，
展墙上大尺幅的鹅黄色绘画引人注目。6 月 14 日，
2023艺术8法国青年艺术家奖得主乔纳森·白施纳个展

《黄色季》在此开幕。展览呈现了白施纳过去两个月在
北京的驻地成果，艺术家用松树花粉创作了 7幅绘画
和2件雕塑作品，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北京春天。

乔纳森·白施纳是一位跨学科艺术家，出生于法国
普罗旺斯，目前工作和生活于巴黎。2023年，白施纳
获得艺术8法国青年艺术家奖，于今年4月底首次来到
中国，开始了他的北京驻地之旅。

乔纳森·白施纳了解到北京有很多松树，于是选择
春天来到北京，因为春天是松花粉生长的季节，他计
划以松花粉作为此次驻地创作的主要材料。

在北京的两个月中，从入住的东四小院，到位于
原中法大学旧址的艺术8，乔纳森·白施纳经常行走在

一条条胡同之间。在他眼里，北京的中心城区，胡同
四通八达，处处有灰色砖墙。他说，这种灰色使人沉
静，这也是北京给他的感觉。

经过两个月的发现与创作，乔纳森·白施纳完成了
3幅大尺幅绘画《松花粉，2024年4月》《松花粉，2024年
5月》《松花粉，2024年6月》，同时，他将画布化作云的形
状，创作了 4幅小尺幅绘画《云·松花粉》系列。不仅如
此，白施纳还走进微观世界，将显微镜下松花粉的形状
放大，并通过3D打印制作成容器，把花粉置于其中，创
作了2件雕塑作品《松家烛台》和《花粉浑天仪》。

艺术8创始人佳玥说：“乔纳森像一个播种者，他将
这些花粉撒在画布上，然后润湿、绘制并固定。这些黄
色粉末在蜿蜒舒展，产生了令人惊奇的效果。在我看
来，乔纳森总是顺势而为，与各种元素共舞。通过长
期的观察，他一直在与大自然中的元素进行对话。”

艺术 8创建于 2009年，致力于中法两国青年艺术
家的驻地交流与学习。过去15年间，艺术8先后创立
了艺术8法国青年艺术家奖、艺术8中国青年艺术家奖
和艺术8·金凤台中法工艺交流计划。2022年10月，艺
术 8 在巴黎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举办 《北京之
吻》 中法青年艺术家联展；2024年 4月，同一主题的
展览亮相北京中国美术馆。

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季2024海报。 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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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 （雕塑）
安东尼奥·迪·托马索（意大利）

法国艺术家白施纳——

用松花粉描绘北京春天
闻 逸

展览现场。 主办方供图

展现青春风采 描绘时代之美
——全国艺术院校2024届毕业展观察

任军伟

每年的毕业展都是各大艺

术院毕业生展示学习成果与才

华能力的重要舞台。近期，全

国各大艺术院校2024届毕业作

品展陆续亮相。展出的毕业作

品，既包括中国画、油画、版

画、壁画、雕塑、水粉、水彩

等传统艺术门类，也有装置、

影像、行为、观念艺术等现代

艺术形式，体现了00后美术学

子丰富多元的创作取向。青年

美术学子泼墨挥毫，挥洒青春

热情，用作品书写内心之感，

记录社会之变，反映时代之美。

观众参观第二十届“开放的六月——四川美术学院艺术游”2024毕业作品展。 孙凯芳摄 （人民图片）

本报电（记者黄敬惟）“白山雅集·中国近现代书画大
师精品展”在吉林省白山市河口美术馆举办，展出齐白
石、徐悲鸿、傅抱石、启功等40余位中国近现代书画家的
作品52幅。

展览共分为“建设图景”“大美河山”“百花齐放”“人民形
象”“挥斥方遒”5个部分，展现了书画名家笔下的祖国壮美
山河。从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中国画作品，到富于时代精
神的新山水画、新花鸟画、新人物画，再到多种风格流派并
存、呈现蓬勃气象的书法作品，本次展览不仅是对中国近现
代美术风貌的一次展示，也是新中国建设筚路蓝缕的见证。

本次展览中，观众看到多位书画大师笔下的经典形
象，如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黄胄的驴、刘文西的人
物以及欧阳中石、启功、赵朴初的书法作品。“展览中，观
众通过欣赏这些经典作品，可以直观感受到艺术家精湛的
技艺与丰沛的情感。”河口美术馆执行馆长常世江说。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特别展出了画家关山月的作
品《长白飞瀑》。这是1961年6月关山月到东北旅行时写生
创作的。他登上长白山，看到了天池、林海之胜。对于关
山月这位南方画家来说，长白山雄浑壮阔、苍凉浩瀚的风
景别开生面。于是，他以长白山天池等景色为写生对象，
创作了气势恢宏、颇有意境的《长白飞瀑》。

“此次展览名家云集，值得一看再看，看展之余还能欣
赏田园风光。”刚刚看完画展的张女士说。为了充分利用当
地的自然风光，以艺术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白山市围绕河
口美术馆推出了“在白山 看完画展去哪玩”线路，串联全
市各大景区景点，将艺术赏鉴与旅游观光相连，让游客尽
赏白山美景。

河口村党支部书记耿孝良介绍，河口美术馆落成后，
村里接连举办了多个大型展览、研学、采风写生活动，吸
引更多游客到来，带动周边民宿、餐饮等产业发展，村民
收入增加了，生活也更加幸福了。

中国近现代名家书画亮相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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