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冠中 《周庄》
油画

1997 年

风景画可谓吴冠中最有代表性的题

材，周庄又代表了中国水乡之美。这幅作

品以黑、白、灰等极简色彩为主，在与点、

线、面的形式元素组成中，不仅成为书写

江南风光集大成的代表， 也成为吴冠中

创作生涯的一大压卷之作。 看似不相容

的西方油彩与东方水墨因此跨越了传统

与现代， 实现长久以来吴冠中所致力的

“油画民族化”。

何多苓
《春风已经苏醒》

油画
1981 年

这幅作品是新时期的代表作之

一。 画面上，春风沐浴下的少女似乎有

所思悟， 卧地的水牛和仰视的狗是她

的友伴。 这极其平凡的农村场景，在作

者的笔下表达得充满诗意。 作品以一

种清新的意象和抒情意味开启了中国

乡土写实主义绘画的另一个途径———

对人和人的生命、 情感以及人性的理

解、认识、描绘，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

灵， 从一个新的视角和美学意味开辟

了中国油画的一个新领域。

傅抱石 《黄河清》 （局部）

中国画
1960 年

这幅作品是傅抱石以三门峡工地为题材创作的，没有拘泥于工地

繁忙建设场面的表现，而是以大胆的取舍、巧妙的立意，将作品内容在

宏大的视野下展开，获得了

较为深远的艺术境界。

谢之光 《万吨水压机》
中国画

1950 年代

上世纪 50 年代， 谢之光看到上海工人阶级自力更生研

制成万吨水压机后，几次深入厂区写生构图，与工人弟兄同

吃同住，仔细推敲，提炼概括，完成了这幅作品。 他以高超的

简括的构成， 以枯湿浓淡的笔墨变化和冷热色的冲撞晕染，

使画面虚实相间，生气盎然，既显气势，又出韵味。

吴湖帆
《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

中国画
1965 年

1964 年，我

国试爆第一颗

原子弹成功。 吴

湖帆心情无比

激动，感慨祖国

的日益强盛，想

用画笔把这一

历史时刻描绘

出来。 他以传统

的卷云皴和没

骨烘染法描绘

了原子弹爆炸

时不断翻涌、徐

徐上升的烟云

巨柱的场景。

建设主题的美术
创作贯穿于新中国发
展的每一个历史时期

1955 年通过决议 、1957 年开工
建设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 是当时
第一大工程， 被誉为 “万里黄河第一
坝”。 因此，以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为
题材的绘画作品， 从建设之前就不断
涌现。1955 年，谢瑞阶创作了《黄河三
门峡地质勘探工程》。而吴作人早在工
程开工之前就开始画这一建设场景 ，

并计划随之创作 《黄河三部曲 》，其中
第一幅 《黄河三门峡·中流砥柱 》的画
面中大坝还没有合龙。 吴作人用俯瞰
的构图表现了这一工程在具体地域中
的险峻， 而从另一角度所画的场景则
记录了建设之初的地形地貌 。 到了
1959 年 ，吴作人在所画的第二幅 《人
定胜天 》中 ，大坝已经巍然屹立 ，工地
一派繁忙的景象。此间，何海霞也由此
开始了以《驯服黄河》为主题的多次创
作。 1959 年，宋文治和张文俊也去了
三门峡，其中宋文治先后完成了《三门
峡工地》和他的成名作《山川巨变》。傅
抱石在 1960 年到此之后创作了代表
作之一 《黄河清 》，并生发了关于历史
和现实的感慨，于 1961 年 2 月 26 日
在《人民日报 》上发表了《思想变了，笔
墨就不能不变》。时隔几十年之后，三峡
大坝开始施工和建设，又出现了表现三
峡大坝及其建设工地的作品，其中以历
时五年于 2009 年完成的国家重大历
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的作品《高峡平
湖图》最具代表性。

今天回望， 我们发现建设主题的
美术创作其实贯穿于新中国发展的每
个历史时期， 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集
中涌现的炼钢题材、《万吨水压机》（谢
之光 ）、 《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 》

（吴湖帆 ）， 以及 1968 年底南京长江
大桥通车之后大桥题材的作品， 一直
延续到 1970 年代 。 这些建设主题的

绘画作品在新中国美术史上具有特别
的意义。1978 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

中国又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 与之相
关的美术创作自然也成为新时期的一
个重要题材。 从反映特区建设到展现
城市高楼、立交桥、高铁等新的建设成
就的作品先后出现在全国美展之中 ，

表现出了建设题材的美术创作在新时
期的主流美术创作中的延续与发展 。

而以反映城市新面貌的所谓城市山
水的出现 ，可以说是此类题材的新突
破 。 而在艺术呈现上 ，则改变了上个
世纪中期以来的创作格局 ，更为多元
而丰富 。

农村 、 农民都曾
经是新中国美术创作
关注的焦点

与农业相关的农村、农民题材的美
术创作，都曾经是新中国美术创作中的
经典题材。 丰收场上的喜悦，交公粮路
上的热情，都构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美好景象。

1978 年， 中国的农村开始发生历
史转折。 随着农村的变革，表现农村题
材的美术创作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 王少伦 1999 年创作的 《1978 年
11 月 24 日夜·小岗》，即是以改革开放
初期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 18 位村民
签订秘密协议这一事件为内容。 实际
上，用艺术来表现改革开放给中国农村
带来的变化，是 1978 年以来中国美术
创作中的一个重点，其中有许多作品从

不同角度反映了这种变化。而这些表现
农村 、农业 、农民的作品 ，着重表现了
新时期农民的精神状态， 最有代表性
的就是戴恒扬 、马勇民 、刘国才 1984

年创作的 《在希望的田野上———记农
民管乐队》。这件获得第六届全国美术
作品展览金奖的作品， 虽然没有直接
表现人们所熟知的农业题材中的生产
和丰收，以及农村风光，却让人们看到
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农民形象， 这就
是富裕起来的农村才有可能出现的
“农民管乐队”。 而这是过去关于农村
题材的美术创作中从来没有过的 ，反
映了画家对于新农村中新题材的敏感
和把握。 农民朴实憨厚的形象与乐器
的闪闪金光，色彩的冷与暖，这一切在
对比中表现出了农民管弦乐队的不同
凡响。这也是一个充满欢乐的画面，人
们可以听到那熟悉的 “在希望的田野
上”的旋律。如果用历史的眼光看上世
纪 80 年代初的油画创作 ， 能够像该
画这样在语言上突破过去的程式来表
现时代的主题，确实难能可贵。 它不仅
表现了改革开放中的农村变化，还表现
了改革开放带来的艺术创作上的变化，

显现了中国的美术界同样处在希望的
田野上。

以国家重大历史
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为
代表的美术主题创作
取得了新成果

近年来， 国家和各个地方层面都

在主题美术创作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积累了有益的创作经验。

比如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
工程，这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由国
家出巨资组织的大型美术创作活动，也
是中国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一个新
的标志。在影像传媒异常丰富与发达的
今天，许多优秀美术家仍然坚守着传统
造型艺术的表现方式，在借鉴与汲取当
代艺术观念与语言的同时积极推进架
上艺术的当代性表达。他们潜心创作的
这些反映民族复兴历史主题的优秀美
术主题作品，以当代人文关怀的审美视
角深入到历史的空间。

又如上海方面发起组织的 “上海
历史文脉美术创作工程 ”、 “开天辟
地——中华创世神话 ”文化创作与文
化传播工程 、 “时代风采———上海现
实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等主题性美术
创作项目, 对当下的美术主题创作
在题材的拓展 、样式的丰富性 、艺术
呈现的多元化等诸方面都进行了新
的探索 。

及至 2019 年第十三届全国美
展 ，呈现出空前的规模 。 不少入选作
品 、 赴京展出作品和获奖提名作品 ，

以崭新的题材 、 视野 、 审美去反映 、

讴歌新的时代 ，并成为了这一届展览
作品的主流特点 。 如詹勇的 《非洲在
路上 》、张小磊的 《援非医疗队 》、孙娟
娟的 《对话 》、王聪的 《中国行 》、王顾
宇和王艺的 《匠心筑梦———建设中的
天眼 》、黄涛的 《天堑变通途 》、王珂的
《都是热血儿郎 》、李玉旺的 《使命 》、

陈治和武欣的 《尖峰食刻 》、焦兴涛的
《烈焰青春 》、赵晓东的 《果蔬欢·百姓
乐 》、陈新宇的 《一声喊呐 》、田胜的
《二十四节气———阳春六节》、 刘政的
《仲夏夜之梦》、李恩成的《芳华》、刘洋
初的《花影扶疏自满庭》以及邱佳铭的
《八君子图》等，虽题材各异，但呈现了
艺术表达的新观念 、新形式 、新构思 、

新构图 、新语汇 、新风格 ，反映了最近
五年来全国美术界的新努力、新成果，

也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美术创作未来
发展的方向。

为历史留影 为时代造像

돂싄짺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艺术评论家）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广大美术工作者本着高度的
艺术责任心,积极投身于生活,不断进行各种艺术形式
的创新， 为历史留影,为时代造像,为我们的美术创作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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