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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画复兴的大幕拉开

1979年 10月，首都机场壁画群创作完成，这成为
中国壁画复兴进程中的标志，壁画界积聚多年的能量
在这次创作中集中爆发，作品中的创新精神影响了整
个中国画坛，也形成了社会大众对壁画艺术全新的认
知与认同。其中，《哪吒闹海》《白蛇传》《泼水节》

《森林之歌》《巴山蜀水》《科学的春天》等成为中国壁
画复兴进程中最早的一批奠基性作品。几乎与此同
时，1979年夏至 1981年春，远在湖北宜昌的唐小禾和
程犁历时两年，完成了他们的首幅壁画 《楚乐》 并一
举获得了第六届全国美展金奖。同一时期，还相继涌
现 《百花齐放》《创造·收获·快乐》《丝路风情》 等优
秀作品。应该说，大江南北的壁画家共同拉开了中国
壁画复兴进程的大幕。这次壁画创作的热潮自上世纪
70年代末延续了整个80年代，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
国艺术界并辐射社会大众，吸引了张仃、侯一民、李
化吉、祝大年、袁运甫、唐小禾、袁运生等一大批各
个画种最优秀的艺术家投身其中，在“文革”后美术
界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中也可谓独领风骚。这次壁画
复兴不仅停留在创作领域，还同时带动了各大美术学
院壁画学科与专业的建设和开展，中央美术学院、原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率先开办壁画专业，到本世纪初，
全国设有壁画专业教学的高等院校已有 40多所。应该
说，壁画前辈们一下子就抓住了从创作到教学，从历
史文脉到学术创新的核心问题。这个阶段涌现出的一

大批优秀壁画作品，成功地吸引了社会大众的高度关
注，由此展开了一次关于公众审美教育的普及活动，
让社会大众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壁画的艺术魅力，其开
拓性意义已经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转眼间，40年已经过去了，40年前壁画前辈提出
的一部分问题今天或许已经不具有典型意义，但是 40
年前那批壁画作品所包含的气场之大、心境之纯、艺
术语言之精深，时至今日仍然足以震撼我们。那一代
投身壁画艺术的大家身上有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这种使命感让他们进入了一种 “纯粹”的创作状态，
也让他们的壁画作品表现了中国一种崭新的文化面貌。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
展，由于壁画和经济的关联较多，一些壁画家不太容
易保持相对纯粹的状态，这段时期，虽然壁画创作数
量庞大，看起来一派繁荣，但艺术质量每况愈下，画
种魅力渐趋微弱。如何能让我国的壁画事业可持续地
繁荣与发展，一批有雄心的壁画家开始沉下心来思
考，他们直面壁画界的新问题，以真诚的创作态度、
开阔的艺术思路、精到的绘画与制作功夫，全身心投
入到壁画创作中去，期待创作出一批新的令人信服的
作品，重新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与共鸣，进而创造出
一套属于中国当代壁画的新系统。

摆脱“补壁”的被动命运

壁画与建筑的关系显而易见，建筑为壁画提供了
依附的场所，壁画提升建筑的文化艺术内涵并使建筑

的文化价值更加完整。随着中国城市建设的井喷式发
展，壁画本应同步繁荣，但遗憾的是，当下部分建筑
师过分强调建筑的独立性与单纯性，有些缺乏美学修
养的建筑师甚至武断地认为，他们设计的建筑中不再
需要壁画。

而我们看到的现实状况是：机场、高铁站、城市
广场、酒店等公共建筑，建筑风格与装修材料呈现高
度雷同倾向，常常让人在一瞬间不知身处何方。城市
急需能够让大众直接感知并影响大众文化生活的艺术
形式，而壁画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义不容辞地承担起
了这一任务，除了现实的空间环境，现代壁画艺术还
可以利用作品与人文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展现由壁
画产生的空间视觉美学及心理效果。

解决建筑与壁画疏离的问题，必须由壁画家和建
筑师双方共同努力，两者进行有效的对话和沟通。从
壁画家来说，要掌握建筑潮流，更要对建筑空间、材料
的适合性深入了解，而壁画家最有效的说服理据，当
然还是创作出与建筑完美结合的典范性壁画作品。
要创造新的经典，就要求壁画家寻找自身擅长的主题
阐释方式，让壁画的构图与造型语言抛弃程式化的表
达，主动引领大众的审美倾向，创作一批新的具有典
范性的壁画作品，让它们成为建筑中的核心、亮点，从
而和一些缺乏艺术装饰的空间形成强烈对比。同时，
壁画家要树立起更强的主体意识，侯一民先生常说：

“壁画是强者的艺术。”近些年，壁画界的有识之士已
经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围绕着“如何在限定性中展
现壁画家的自主性和对公众审美的引领性”展开了讨
论。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是让壁画成为建筑文化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成为建筑的点睛之笔，摆脱壁画
在一个阶段只是“补壁”的被动命运。

在继承中贯注时代生机

中国新时期的壁画创作已经有了40年的积累，观念
的不断更新带来了壁画面貌的极大丰富性。越是在这种
时刻，壁画家越应该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当我们面对丰
厚的历史传统，面对多样的现实社会时，我们要选择表
现什么？壁画家的创作又提升了什么？纵观近40年来中
国的壁画创作，既有以传统写实语言表现重大历史题材
的，也有偏重形式美探索，以装饰风格表现各民族和地
域风情的，既有以抽象形式单纯展现材料本身的物质美
感的，也有以象征性手法和当代建筑融合统一的，品种
多样，风格各异。但在一段时期内，中国建筑界似乎受
到西方当代建筑语言很大影响，很多被动适应这类建筑
的壁画与中国壁画传统产生冲突。如果中国当代壁画家
有足够自信的话，就应当以中国人的关注视角，建立一
套属于自己的语言系统。中国艺术讲究“言有尽而意无
穷”，表现在壁画作品中，则呈现为含蓄、深远、凝炼
的风格，这才是我们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审美特征，
这些优秀的传统如何才能在当下中国的壁画创作中较好
地保留下来？

如果我们认同壁画艺术肩负着凝聚民族心理、
振奋民族精神的功能，那么，当代壁画就不可能割
断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脉，它不应是简单的说教和
观念的图解，也不应回避当代社会大众心理中真实
的追寻。壁画体现的不应仅仅是一个具体事件，而
应具有更加广泛意义的精神性传递。近年来，新一
代壁画家面对新的要求、新的挑战，已经开始以中
国传统文化为依托，接受社会巨变所带来的新兴事
物以及由此而来的更广的思维空间，激发自己的想
象与创造力，创作出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壁画作
品。如表现中国历史的大型作品 《赤壁之战》《万国
来朝》《一代天骄》《淮海战役》《抗联之魂》 等，具
有时代感的优秀作品 《南京地铁一号线壁画群》《北
京地铁六号线壁画系列》《抗震壮歌》《劳动者之
歌》《祖国颂》 等。这些壁画作品突破了诸多桎梏，
提升了中国当代壁画的审美品格，代表了中国当代
壁画创作水平，建立了题材、形态、材料与现代空
间之间的桥梁，将壁画推向不断发展的更高点。

无数创作实践证明，中国的壁画家只能依靠本国辉
煌的文化传统，同时关注当代社会生活，把对历史的继
承与现实的创造结合起来。中国壁画精神力量的源泉，
恰恰来源于当代精神与古老传统的相逢、碰撞与对话的
过程，来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用现代人的眼
光，对于西方现代文化的借鉴，应立足于民族审美心态
的现实性。只有这样，中国当代壁画才可能同时吸收古
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精华，以本时代艺术家的思想和技
艺，重新建构出一个充满时代感的画面。这样的壁画，
才能振兴民族文化，复兴民族艺术，展现东方古国的现
代精神，并最终以这种精神鼓舞整个民族。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壁画艺术委员会秘书长）
（本版图片除注明外，均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壁画艺

术委员会提供）

在中国画的创作传统之中，“花鸟”一般被认为是与
“人物”“山水”并称的一类重要画科。但值得注意的是，
古人论画往往更加重视“人物”与“山水”，而将“花鸟
画”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如东晋时期的画家顾恺之就曾
说：“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
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宋代的董逌又说：“顾恺
之论画以人物为上，次山、次水，次狗马、台榭，不及禽
鸟。”可见，在绘画理论的发展初期，“花鸟”作为一种独
立题材，一度并未进入人们的视野。其后，随着绘画科
目、门类的进一步细化与发展以及绘画审美观念的转向，

“山水画”逐渐占据了主要的位置。如元代画家多归隐山
林，画作更是多以山水隐居为题，又如明代的屠隆曾在

《画笺》中说：“画以山水为上，人物小者次之，花鸟竹石
又次之，走兽虫鱼又其下也。”唐志契则在 《绘事微言》
中说：“山水第一，竹树兰石次之，人物花鸟又次之。”及
至清代，虽花鸟名家辈出，但占主导地位的仍为“山
水”，清代的郑绩在《梦幻居画学简明》中就认为：“画家
应以山水为主，山水必须将天地浑涵胸中……即人物、花
鸟、兽畜，尽在图中，以为点景，必如是方可谓之有
成。”不难看出，古代画论在涉及到“人物”“山水”“花
鸟”的排序问题之时，“人物”“山水”的次序或有颠倒，
但“花鸟”则始终居于末端。然而，虽然花鸟画在古代论
画者眼中看似并不重要，但自唐代独立成科以来，花鸟画
的创作却经久不衰，并逐渐成为了人们最为喜爱的绘画题
材之一，究其原因，则应是由“花鸟画”自身的审美意趣
所决定的。

宋代画家郭熙在其画论著作《林泉高致》中曾谈及画
花、竹与画山水之间的区别，他说：“学画花者以一株花
置深坑中，临其上而瞰之，则花之四面得矣。学画竹者，
取一枝竹，因月夜照其影于素壁之上，则竹之真形出矣。
学画山水何以异此？盖身即山川而取之，则山水之意度见
矣。”意思即是说，画花鸟虫鱼、竹树兰石等物，可以对
所画对象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观察，而画山水则无法纵
览其全貌。郭熙说：“山水，大物也。”那么相对而言，花
鸟自然为“小物”，将一株花置于深坑之中从高处俯视，
将一枝竹投影于素壁之上感受其形状，都是在物理空间上
可以实现的观测，而这样的观测一般又可反复进行，有时
甚至可以对所绘对象的尺寸比例等进行计算。一方面，由
于花鸟画所绘对象的“小”以及全方位、多角度观察的可
能性，使得人们在创作花鸟画之时，对所绘对象的真实感
有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拥有逼真的视觉效果，但不
具备写意价值的画作，又不是中国绘画所追求的审美指
归。因而，中国花鸟画创作所追求的意境，其实是“以小
见大”，是画家将自我的情感、品格与审美对象融通交
汇，最终实现物我相融的境地，进而化育出更生动、更完
美的意象的过程。正如齐白石在表达其绘画创作观念时所
说：“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相
信此中的“似与不似之间”，正是花鸟画的意趣思维所在。

花鸟画的“妙”，“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中国历代的
花鸟画家在创作的过程中，都追寻着“似与不似之间”的
维度，秉持着心与物化的理念。其中如徐渭、八大山人
等，更以轶世之才，集先贤之大成，为后来者广拓了视
野。他们用寥寥数笔，将变化万千的花鸟世界，与自身的
际遇感怀相连。在他们的画作中，一花一鸟、一竹一石都
蕴含着无穷之妙用，升华出飘逸动人画境的同时，更让后
世的观赏者为之流连赞叹。

王瑞丰书

中国壁画具有丰厚的历史积

淀，同时，壁画又是一门直接面对

社会公众的艺术，体现强烈的时代

性和民族审美精神。近代中国壁画

曾一度衰落、沉寂，新中国成立

后，一代代优秀艺术家不断呼吁、

倡导壁画的复兴，这个转折的契机

终于在1979年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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