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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风采———上海现实题材美术
创作工程”启动于 2017 年，这是上海继
“历史文脉美术创作工程 ” “开天辟
地———中华创世神话”文艺创作与文化
传播工程之后的又一项重大美术创作
工程。 “时代风采”倡导用美术的形式、

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见证改革开放
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在社
会主义建设、城市文化、民生福利等各
个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弘扬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
核心的时代精神。 今天，“时代风采———

上海现实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诞生的一
批精品力作犹如呈献一席美的视觉盛
宴， 让观众从中领略艺术家的智慧与技
艺，感受画中画外上海发生的巨大变化。

用新的视角描绘新的气象

现实题材美术创作的特质首先要
尊重事实，在这个前提下，从什么角度
切入，从哪个层面来反映，却是艺术家
的思想与修养的体现。 李向阳挑选了
“共饮长江水”这个主题，要求表现在长
兴岛青草沙建造水库，作为上海市民的
供水源。 在这个大框架下，有许多选项
是可以表现的，比如引水工程的建设场
景，高科技管控供水系统的场面，或者
市民喝到来自青草沙优质水的欢乐情
景等等，但是李向阳很想换一个角度来
表现。 当他打开卫星地图，发现青草沙
水库竟然像是一块晶莹剔透的美玉镶
嵌在长江口，情绪马上高涨起来。 这一
新发现，对于他来说，解除了情景性描
绘的束缚，转化成一幅从高空俯瞰地面

的风景画。

高科技为艺术家的创作打
开了全新的视野，同时也带来了
难以表现的困境。 韩硕在接

到 “世界首例克隆猴在上海诞生”这个
创作命题时就碰到了这个难题。 生物克
隆技术对于艺术家来说不是一句两句
话能够理解清楚的，更何况还要用画面
把这深奥的技术描绘出来，可谓难上加
难。 为此，韩硕两次到苏州西山有关单
位去体验生活，最后用跨时空的表现手
法将科学家在克隆实验中的各个阶段
工作合成到一个画面里。 喜爱画 《西游
记》 的韩硕在画中就像孙悟空拔根毫毛
一样，把两只克隆猴变成了十来只猴子，

在科学与神话的对应中孕育出了《“我叫
中中”“我叫华华”》这件中国画作品。

从艺术的角度表现新的时代

现实题材创作在我国是主流艺术，

但是几十年来的发展也造成一种重图
解式的情节表现而轻视艺术美感的弊
病，这也是使得一部分艺术家对主题性
创作望而怯步的原因。 事实上，新中国
成立后产生的许多优秀作品也是用艺
术性来感染、打动人的，问题在于对艺
术地表现的理解。刘曼文在她的三联油
画《蓝色旋律———上海国际车展》中，对
蓝色调的运用无疑是作品成功的主要
因素。蓝色在画中既是数字时代汽车工
业的象征，又意味着科技将汽车发展的
蓝图变成为现实，画面中框架结构的现
代感与蓝色调的科幻性形成一种完美
的默契。

洪健的中国画 《永不拓宽的街道》

也是一件三联画，与《蓝色旋律》不同的
是，它不是采用分镜头的方法，而是将
一个完整的画面划分为三块，自左向右
分别表现了 “故居修缮”“街头电话亭”

和“共享单车”三个内容。作品通过描绘
复兴西路上的一幢西式洋房，把上海在
保护历史建筑上的作为悄悄地叙述出

来。 我之所以把它说成是“悄悄地”，因
为作者把要说的话藏在了不起眼的地
方。观众一眼看到的是梧桐树后精巧秀
美的富有异域情调的西班牙式老房子，

回过神来才会注意到角落里露出半截
的“……更有温度”的标语、一个孤单的
红色电话亭和几辆停放有序的共享单
车。 其实它们分别扮演着保护历史建
筑、上个世纪的城市风景线和当今生活
时尚的叙说者。这些细节不但是作品主
题不可或缺的叙事主角，同时也将上海
的城市生活在时代变迁中的变化娓娓
道来。

生活永远是作品的生命之源

生活随时代而变， 艺术当随时代
变化而改变， 但是在过去的美术作品
里形成的某些反映生活的表现方法 ，

在今天是否就不能用了？ 李前在他的
油画 《支部建在楼上———上海陆家嘴
国企党建生活纪实》 里富有说服力地
回答了这个问题。 画面展现了一群年
轻人在明亮的会议室里议论 ，“白领 ”

的职业性着装，生动自然的肢体语言，

充满自信和乐观向上精神面貌， 以及
高楼窗外的都市景色， 融合成一股新
时代的气息， 左侧的一面党旗则点出
了会议的性质。 这些来自生活中的素
材经作者娴熟的绘画技巧和掌控能力
建立起了新的图式， 使得它有别于过
去时代的任何作品。

朱勇的雕塑《老房飘书香》的主题
来自思南读书会的阅读活动。在他最早
的稿子中，从人物造型、场景安排到塑
造手法给人的感觉很像是鲁迅先生与
青年们交谈， 在气息上与 21 世纪的上
海社会文化活动相差太远。最后作者从
当代青年的性格、气质上着手，在人物

的塑造上适当地加入了动漫的元素，把
青年一代对新知识的探求和交流并享
受于其中的学习方式生活化地表现了
出来。原先的作为人物背景的老房子门
窗也改变为低矮的书架，消除了历史的
沉重感，这一些变动使得作品的气息与
新时代的特征十分吻合。

这两件作品有某些相近的地方，但
是通向成功之路的方法却是迥然不同
的，唯一不变的是从生活中寻找灵感。

（作者为艺术评论家、上海市美术
家协会顾问）

用美术见证新时代上海的巨变
———评点入选十二艺节美展的“时代风采”作品

朱国荣

荨李前《支部建在楼

上———上海陆家嘴国企

党建生活纪实》，油画

▲王超《秀美家园、悠悠乡思》，版画

从精准扶贫、文化遗产保护、大飞

机制造、极地科考，到支部建在楼宇、全

民健身、农村电商、科技创业的年轻人，

正于中华艺术宫举办的第十二届中国

艺术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中，一大

批抒写、记录时代的现实题材创作备受

瞩目。 其中，入展的国家主题性美术创

作项目与上海“时代风采”美术创作工

程的优秀作品颇具代表性， 以高水准、

大气象着重聚焦党的十八大以来方方

面面发展与成就。

现实题材美术创作
在全国各地积极推进

最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

反映现实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在全国各

地积极开展，汇聚成蓬勃有力的创作洪

流， 亦交织出鲜活动人的时代风景，最

终为百姓大众真真切切感受在心间。

其中 ，2017 年下半年启动的国家

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是文化和旅游部

加强现实题材美术创作的一项具体举

措，以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

伟大成就、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人民

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主要表现

内容。全国美术界及党史、国史、军史方

面权威专家组成专家指导委员会，引导

广大美术工作者把握时代脉搏，勇攀艺

术高峰。今年 4 月底项目首批验收通过

38 件优秀作品， 在十二艺节美展上集

中呈现。 7 月下旬 ，作品将进行第二

轮验收评审 ， 届时作品数量将达到

约百幅 。

与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几乎

同期启动的“时代风采———上海现实题

材美术创作工程”，则是上海市“五年百

部精品创作工程” 的重要组成部分，坚

持以小切口、正能量、大情怀观察生活，

通过对人和事的描绘来展现新时代新

气象，用精品力作来擦亮上海的美术品

牌。 目前作品已完成 88 件，其中 18 件

入选十二艺节美展。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在组织创作的过程中，随着上海的

大事、喜事、要事不断涌现，选题也在不

断完善。 比如，2018 年 11 月举办的进

博会，公示的四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表

彰人物都被增补进选题目录，充分展示

上海的精气神。而为了在生活实践中汲

取灵感、采集素材，所有签约作者共走

进全市百余个采风点， 不仅完成速写，

还撰写创作体会和“蹲点日记”。

此外，现实题材主题性美术创作也

在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湖北等部分省

份相继推进，由地方文化主管部门牵头。

“前些年的美术创作生态，曾过度

受到市场的引导，出现了一些不良的倾

向。 艺术家比较浮躁，或者说更多地只

关注自身的情感，近距离的生活，很难

真正融入社会时代发展的洪流中去。 ”

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司长诸迪坦言。在

他看来，今天的现实题材主题性美术创

作， 最终发挥出的其实是一种综合效

益，一方面提升了美术工作者们主题创

作的技术和能力，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更

多地了解国情，关注社会的百态，百姓

的喜怒哀乐。 “我们也很希望能够通过

这样的创作，向国庆 70 周年献礼，反映

出艺术家今天在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

过程之中能做的一些贡献。 ”

创作的过程， 也是
成长、提升、精进的过程

现实题材主题性美术创作，与其说

是创作，不如说是成长，是提升，是精进。

以这样的创作带动中青年美术人

才的培养，是全国各地相关工程实施过

程中不约而同的一种思路。 比如，国家

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充分调动美术院

校的力量，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与中国

艺术研究院、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画

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国防

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合作，举办了五个创

作研究班，共招录全国范围内的优秀中

青年专业创作人员 140 人左右，集中开

展创作观摩和辅导。在上海“时代风采”

工程中，艺术委员会的十位美术专家分

别以“一对一”的指导方式，为中青年美

术工作者进行现场创作辅导，提供量身

定制的创作方案，帮助他们不断提升作

品的主题表现力和艺术水准。

而这些作品此次集结亮相十二艺

节美展，亦不意味着完成，而是将接受

更广泛的检阅。 “美术领域这几年很显

著的现实题材创作风潮，受到了大众的

认同，百姓的欢迎。 这反过来也促使我

们的艺术家进一步把作品创作好，进一

步走向生活。”诸迪指出。在近三个月展

期内， 创作者们将一边听取来自专家、

观众的反馈意见， 一边做好进一步修

改、打磨作品的准备。 不妨适当减少一

些人物，使得画面更显空灵，观展过程

中，美术理论家邵大箴给王奋英聚焦精

准扶贫的国画《暖心———十八洞村贫困

户精准识别公示会》 提出了这样的建

议，这位来自湖南的创作者认为很有道

理，坦言等展出结束就将着手修改这幅

作品。 这几天，李前则已对自己的油画

《支部建在楼上———上海陆家嘴国企党

建生活纪实》进行过一些微调，人物的

形象更加鲜明了，画面的透视感更加强

烈了，落地窗前的绿植也略有变化。

据悉，9 月下旬文化和旅游部于中

国美术馆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美术作品展览上， 更多的

现实题材主题性美术创作优秀作品都

将汇聚一堂，与观众见面。

浓墨重彩描摹昂扬时代风采
“时代风采———上海现实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成为十二艺节美术板块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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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向阳《饮水思源———记青草沙原水水源地工程》，油画

▲洪健《永不拓宽的街道》，国画

▲周武发《南海之晨》，油画

▲郭健濂、褚朱炯《互联网的春天———农村电商》，油画

▲刘丽、成君《苗寨祥云》，国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