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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的风格变迁

1978年 12月，随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
的召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历史情境与国
际形势的变化以及自上而下的改革决心，给新时期美
术创作提供了现实条件。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为美术
家带来了空前自由的探索空间，他们通过对历史的反
思和对现代世界的向往，表达了中国人面向未来的憧
憬与信念以及用视觉艺术语言展现社会风貌与时代潮
流的愿望，在对于东西方文化的比照解读中，聚焦于
对国家民族更为深沉的历史反思中。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第六届全国美展，可以被看
作是中国当代美术创作上的一次风向标与里程碑式的
展事。这次展览既是改革开放初期美术创作的一次集
体检阅，又在题材上拉开了艺术创作手法与题材多元
化的序幕。在参展作品中，表现国家民族集体记忆和
社会主题的创作占据大半，但在表现手法与观念上显
现了鲜明的探索性与实验性。以中国画为例，田黎明
的 《碑林》，王迎春、杨力舟的 《太行铁壁》，以充沛
的情感和细致的笔墨刻画革命先烈的形象，用象征性
手法表现重大历史题材，体现出英雄主义色彩和画家
对历史事件的深沉思考。邢庆仁的《玫瑰色回忆》、赵
奇的《重逢》，谢振瓯的《大唐伎乐图》也是第六届全
国美展中涌现出的佳作。这些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
不同程度地突破了“文革”时期的模式，大胆借鉴了
西方表现主义或构成主义的艺术手法，人物夸张变
形，时空重叠交错，成为当时流行的风格。

如果说第六届全国美展开始打破题材与手法的旧
有模式，那么与之相隔半年的“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
术作品展览”，则展现了中青年美术家勇于实践的精

神。如这次展览中的水墨人物画作品胡伟的 《李大
钊、萧红、瞿秋白》，以超现实的情境表现历史人物，
营造出一种深沉的历史感，在表现手法和创作观念上
取得突破，显现了青年画家的探索意识。

改革开放初期的主题性油画创作，也在表现题材
与绘画本体语言领域有所拓进与延展。其间涌现出了
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油画佳作，表现革命历史主题
的有闻立鹏的 《红烛颂》、靳尚谊的 《瞿秋白》、沈嘉
蔚的 《红星照耀中国》，表现乡土题材的有罗中立的

《父亲》、尚扬的《爷爷的河》，表现民族题材的有詹建
俊的 《高原的歌》、潘世勋的 《扎西德勒》、陈丹青的

《西藏组画》 系列、韦尔申的 《吉祥蒙古》，表现工农
生产建设主题的有广廷渤的 《钢水·汗水》、唐小禾、
程犁的《大坝的儿女》，表现现代城市生活的有韦启美
的《立交桥》、高小华的《赶火车》等。这些作品无不
从现实生活和个体情感出发，从真实经历和感触中寻
找创作源泉，从而塑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和
艺术场境，引发了几代人的情感共鸣。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主题性油画创作中，从展现
历史沧桑的冯法祀、申胜秋的《南京大屠杀》、沈尧伊
的《遵义会议》、许江、孙景刚、杨奇瑞、崔小冬、邬
大勇的《1937.12。南京》，到呈现共和国现代历史进程
的马刚的 《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王颖生的 《香港回
归》、丁一林的 《科学的春天》、赵振华的 《抗击非
典》，再到表现当代社会、城乡景象的忻东旺的 《进
城》《早点》、王宏建的 《阳关三叠》 ……新时期的主
题性美术创作，通过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艺风格单
一模式的反思，力求恢复现实主义的本质，呈现历史
与时代的经典场境，直面社会现实的波澜壮阔与温情
细节。在这一时期的雕塑作品中，叶毓山的 《红军突
破湘江纪念馆组雕》、李向群的 《红星照耀中国》、盛
杨的 《屯垦戍边千秋伟业》 等，也显现了主题性雕塑
艺术在公共场域中的独特魅力。

在这一进程中，主题性美术创作从以往正襟危坐
的创作姿态，转换为相对平易亲和、充盈着个体情感
的表达。这在周思聪上世纪 80年代创作的现代水墨画
作品 《矿工图》 系列中亦可见一斑，鲜明生动、夸张
变形的人物形象，深度强化了悲剧叙事中人物造型的
感染力。唐勇力的《新中国诞生——开国大典》、冯远的

《世纪智者》、李伯安的《走出巴颜喀拉》、赵奇的《京张铁
路·詹天佑和修筑它的人们》、袁武的《抗联组画》、李
翔的 《民以食为天》 等作品，也都在葆有个人艺术语
言特点的同时，显现了鲜明的时代性与史诗风格。

总的来说，新时期以来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已经显
现出较为明显的代群差异，美术家们不再满足于前辈
画家将西方观念引入本土绘画的风格样式移植，而是
进一步积淀新的时代趣味与表达方式，汲取传统文化
与民间艺术的养分，使主题性美术创作在现代转型的
历程中，更为深刻地契合与表现社会现实和时代风
貌，在不同造型艺术门类、不同表现手法和艺术语言
层面，完成了纵深而多向的探索。

新世纪以来的价值回归

到了世纪之交，随着全球信息流通的迅捷与各国
对于国家形象塑造的关注，主题性美术创作面临的新
课题呈现出策略性转型。题材变化是这一转型的重要

表征之一，与民族、国家、历史、社会现实相关的主
题，在一个时期成为中国美术创作整体的表现重心。
尤其是近 10余年，主题性美术创作成为热潮，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纪念主题、中
国共产党建党纪念主题与红军长征胜利纪念主题及纪
念改革开放主题的展览活动，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
面都达到了一个高峰期。

主题性美术创作日渐成为美术创作界与理论研究
领域的显学。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和相关机构陆
续发布、成立，对于主题性创作的横向拓宽与纵深发
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2005年至 2009年由中华人
民共和国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实施了“国家重大历史
题材美术创作工程”；2012年，文化部艺术司、中央美
术学院共建成立了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以
构建主题性美术创作组织、教学、研究的平台；2012
年至 2016 年，中国文联、财政部、文化部联合推出

“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2017年起，文化
部、财政部推出“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以现
实题材为重点。“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创作研
究班的开班仪式于2017年11月在文化部举行，专家们
围绕着“我要画”“画什么”“为什么画”“怎样画”的
问题，将主题性绘画创作的课题进一步推向深入。一
个普遍的共识是，在以往的中国主题性美术创作中，
现实题材是弱项，也是难点。“笔墨当随时代”，以艺
术之眼观照、表现当下的社会现实，成为主题性美术
创作的灵魂。

无论是油画、中国画、版画、壁画还是雕塑，某
种程度上，创新都意味着对传统局限的超越，意味着
在整理、研判传统内容的基础上，对于优秀传统因素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些作品所汇成的，不
仅仅是一个视觉的、图像的历史，同时更是一个艺术
意象的宝库，共同展现了美术创作与国家民族历史的
关系及美术创作在当代全球化的图像领域中所承担的
使命。而对于本土艺术传统的文化自信，对主题性绘
画创作来说才是一股根本的、持久的、深层的力量。

对主题内容的认知和体验是主题性绘画的构思与
创作基础，但作为“主题”的内容却并不是主题性绘
画作品的全部价值所在，绘画的价值核心永远根植于
艺术性。主题性绘画的接受与欣赏，也最终有赖于绘
画形式与内容共同达成的文化意趣与精神境界的升
华。这一方面有赖于国家层面文化艺术体制的保障与
呵护，另一方面需要大众对于主题性美术创作具有包
容和多样化的理解。对于创作者而言，主题性美术创
作需要在艺术价值层面向深处发掘。由此，主题性创
作从史实中升潜而出的历史意象，借由画家个体的艺
术表达而被唤起，方能成为民族国家集体记忆的一部
分，与感性的、人性化的艺术理解水乳交融。

面对丰厚的历史与现实题材，需要创作者对于艺
术的深刻体验与敬畏感，同时需要他对中国艺术本体
精神有真切的理解和自信。诸多重要的历史与现实主
题，亟待当下中国艺术家用充满意蕴的方式加以揭示
与再现，创作出有温度、有厚度、有深度的艺术佳
作。当下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更需一手伸向传统，一手
伸向生活，汲取源头活水，深扎现实生活，方能开创
新时代的创作语言与题材思路，探寻历史与现实透射
出的深邃光芒。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国家主题性美术创
作研究中心副主任）

“几度相看忆故人——周思聪、卢沉纪念展”日
前在江苏省美术馆陈列馆开幕。

周思聪、卢沉均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是 20世
纪晚期中国画坛最具影响力的艺术伉俪。本次展览
共展出周思聪、卢沉作品 80 余件，时间跨度近 40
年。二人重要创作阶段的代表作如《机车大夫》《人
民和总理》《矿工图》组画、《清明》《荷花》等均有
收录，清晰可见他们从写实到表现、从入世到出世
的水墨探索和命运抗争之路。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周年。40年前，西方现代绘
画技艺借助开放之风席卷中国，令中国美术界经历
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传统水墨画也走到了转型
的十字路口。周思聪、卢沉依托严谨扎实的表现技
巧，以直面社会现实的勇气，尝试在东西方艺术之
间架起一座借鉴与融合的桥梁，由此成为中国画在
新的历史时期的开拓者。他们的人生经历曲折而充
满磨难，但通过大胆借鉴西方现代诸流派，审慎地
改革水墨写实传统，将人文关怀与中国画的现代化
创新，化作“生命美学”的力量源泉，完美诠释了

“笔墨当随时代”的文化自觉与“只留清气满乾坤”
的人格魅力。

今天回顾周思聪、卢沉的艺术生涯，依然能被

作品中流露出的朴实率真与执著坚韧的士人风骨所
打动。“画乃寂寞之道”，这一充满孤独、艰辛的工
作，只有如周思聪、卢沉这般完成从精神到技艺的
升华质变，才能令作品引领时代风气之先，历久弥
新而又感人至深——这也正是今天纪念周思聪、卢
沉的现实意义所在。

由中国美术馆策划并主办的“美美与共——中国美
术馆藏国际艺术作品展”日前开展，来自61个国家的224
件艺术品同时亮相，这在中国美术馆史上尚属首次。展
览期间，观众可一睹馆藏毕加索、达利、珂勒惠支、葛
饰北斋等艺术大师的真迹。

“这是一个汇聚之地，是一个可以包容不同的美、包
容不同艺术家风格和不同人类艺术的一个殿堂。”中国美
术馆馆长吴为山说，展览把人类文明美的河流汇聚到中
国美术馆。他表示，国际艺术作品所展示的是全人类可
以共享的情感、智慧和思想，观众通过这些大师作品可
以领略艺术中超越时空的人性的光芒与伟大。

据悉，中国美术馆收藏中外古今各类美术作品 11万
余件，其中国际美术藏品约 3500 件，涵盖油画、版画、
雕塑、摄影等种类。这些作品来自五大洲的 61 个国家，
其来源主要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艺术家和收
藏家的热心捐赠。例如，1996 年，德国著名企业家、社
会活动家和收藏家彼得·路德维希夫妇捐赠82位欧美艺术
家创作的89件 （117幅） 作品；2005年，刘迅捐赠俄罗斯
油画精品108件，李松山夫妇捐赠非洲坦桑尼亚马孔德人
木雕精品 158 件；2006 年，伍必端捐赠苏联版画 149 件；
2007年，李平凡先生捐赠日本浮世绘137件和日本现代版
画 218 件；2016 年，法兰西艺术院捐赠法国油画 13 件，
赵羡藻捐赠国际摄影原作 20件，杨振宁夫妇捐赠熊秉明
的雕塑3件等。

这些捐赠构成了中国美术馆国际美术收藏的基础，
初步建立了关于20世纪西方艺术的收藏序列。“61个国家
的艺术作品，对于中国美术馆的收藏目标来说，还远远
不够。”吴为山说，这次展览不仅是回顾与展示，也希望
能够吸引更多国际艺术家和收藏家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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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流金四十年①

艺术创作的演进与时代精神的召

唤，历来是社会文化进程和艺术史发

展中的一对重要范畴。二者的呼应、

契合关系，也构成了表现革命历史、

社会现实题材的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核

心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望中

国改革开放 40 年主题性美术创作的

发展脉络，总结其社会文化属性与艺

术本体规律，成为当下美术创作领域

的核心课题之一。

那么，回到艺术本体角度看主题

性创作，从题材内容、思想立意到风

格样式，如何在秉持艺术品质与历史

意识的同时，推陈出新，与时代脉搏

共振，走出既有的模板样式，重返艺

术表现的历史情境与社会现场，寻求

真情实感的表达，对于创作者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父亲 罗中立父亲 罗中立

科学的春天 丁一林

中国美术馆藏国际艺术品首展
□ 赖 睿

中国美术馆藏国际艺术品首展
□ 赖 睿

几度相看忆故人
——周思聪、卢沉纪念展举行

□ 徐惠泉

几度相看忆故人
——周思聪、卢沉纪念展举行

□ 徐惠泉

少数民族人物 周思聪少数民族人物 周思聪

高原的歌 詹建俊

横渡大西洋 大卫·霍克尼（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