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在播出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集特别节目《美术经典中的党史》，至今总台跨
媒体用户总触达人次达 3.38 亿，掀起的收视热潮给我们留下诸多启示。

精选百幅美术经典与党史经典事件相结合，以多媒体融合方式创新观看体验，这
档节目首先成为了党史学习教育的鲜活样本，推动了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
层、深入人心。 而这些美术经典本身，则为今天的文艺创作提供了诸多可供借鉴之处。

建党百年的光辉历程，本就蕴藏着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取之不竭的灵感与源泉，老一辈
艺术家留下的经典也启迪着今天的创作者们如何为未来留下经典。这档节目播出以来
在观众当中引发的反响充分证明，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终将获得人民的热烈回应。

今天，我们围绕《美术经典中的党史》刊发专家评论，就是希望能够从这档节目、

这些美术经典中汲取更多前行的力量。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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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电视机就是一个党史美术馆。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策划并播出的 《美术经典中的党史》节

目把亿万家庭的电视机变成一个个党史美术馆，

党史专家、美术理论家、美术家、电视制作专家充

分合作， 借助电视艺术的传播特点和手段讲党

史，是跨界融合的成功典范。

“中国不乏史诗般的实践，关键要有创作史

诗的雄心”。 《美术经典中的党史》作为主流媒体

第一档开播的反映党的百年征程的专题节目，将

我们党的伟大历史征程凝聚于壮阔恢弘的丹青

画卷，通过具有史诗品格、震撼心灵的美术经典，

塑造人物、再现历史、描绘现实，成为中国共产党

百年奋斗史的生动注脚。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推

出《美术经典中的党史》，正逢其时，十分必要。节

目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水乳融合，不仅仅是一部

美的历史，更是一部精神的历史，还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文艺所呈现的审美史。节目最突出的亮点

是，通过整体、系统地把这些经典作品在极具传

播力、权威性的平台展现，弘扬了党史题材美术

作品的精神和艺术价值，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

建党百年来，几代艺术
家留下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力
作，将党的伟大历史征程凝
聚于壮阔恢弘的丹青画卷

红色经典美术作品在反映建党百年来的四

个历史阶段方面都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力作。

1921-1949 年，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

自强不息，前仆后继，书写了波澜壮阔、可歌可泣

的革命史，在如唐一禾《七七的号角》、李桦《怒吼

吧，中国！ 》、潘鹤《艰苦岁月》、王迎春与杨力舟

《太行铁壁》、何孔德《出击之前》等中都有反映。

特别是延安时期的版画，诞生于烽火年代，以鲜

明而深刻的艺术形象鼓舞了民族斗志；王式廓的

《血衣》，以典型环境和众多人物的塑造，将矛盾

的冲突集中于一个焦点，揭示了“血衣”的主题；

石鲁的《转战陕北》，以高山仰止的恢弘构图，将

革命领袖运筹帷幄的生动形象表现得准确 、厚

重、生动；《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是现代雕塑的

里程碑，是中国雕塑家为历史所塑造的丰碑，其中

刘开渠创作的《胜利渡江》，是中国美术史上用雕

塑表现宏大场景的里程碑之作；沈尧伊的《而今迈

步从头越》取毛主席诗意，刻画出他那从容不迫的

气度和坚定的信念。

1949-1978 年，新中国几代美术家的优秀创

作，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时期的时代风采和改天换地的英勇气概，

如徐匡与阿鸽的版画《主人》、董希文 《千年土地

翻了身》、李可染 《劳动模范游园大会》 、李琦《主

席走遍全国》、周思聪《人民的总理》、杨之光 《矿

山新兵》 、方增先 《粒粒皆辛苦》、赵志田《大庆工

人无冬天》、浮雕《共商国是———第一届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 ……这些美术作品依托丰富的历

史素材和研究史料，运用绘画、雕塑等形式艺术化

展现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和建立的不朽功勋，

抒发艺术家和全社会对党和人民的无限热爱。

1978-2012 年 ， 艺术家们涌动着青春的气

息、生命的力量和向上的激情，饱含着艺术家真

挚的情怀与主动的担当，彰显了他们关注现实生

活、反映社会发展、表现时代精神的艺术取向，如

王少伦 《1978 年 11 月 24 日·小岗 》、 广廷渤

《钢水·汗水 》、詹建俊 《潮 》、徐启雄 《决战之

前》、田金铎 《走向世界》等。

2012 年至今， 艺术家们着力表现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阔步走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史征程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把

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展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

领人民走向民族复兴、 实现中国梦的决心与实

践，如张义波的油画《初春———习近平总书记重

访梁家河》，用写实主义的手法，表现了总书记重

返梁家河时欣欣向荣的欢快场面，表现出总书记

浓浓的爱民之心，亲民之情，还有蔡超等创作的

《高铁进山啦》、 张见等创作的 《助梦》、 商亚东

《最美太湖水》、刘元捷 《牧民巴桑》、任艳明 《风

雨无阻》等。

党史故事的历史大细节
和美术经典作品的小细节相得
益彰，既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初
心，也浸透画家的匠心

《美术经典中的党史》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的具体实践。 这档节目信息量丰富，真正打造了

一个全新的时空美术馆，满足了人民群众对党史

学习的渴求和对优秀文艺作品欣赏、认知的文化

新需求，推动了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

层、深入人心。 《美术经典中的党史》实现了党史

专家的权威性和美术专家的专业性的珠联璧合。

党史故事的历史大细节和美术经典作品的小细

节相得益彰，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也浸透

着画家的匠心， 借助大量红色经典影视作品的丰

厚积累，极大增强了故事的感染力和视觉冲击力，

为营造庆祝建党百年的浓厚氛围开了一个好头。

在我看来，这档节目的魅力主要体现在这样

三个方面。

首先，节目描绘了百年精神图谱，为时代画

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通过创新形成了强

烈的感染力。

节目策划做足功课，所选作品除了考虑题材

之外，还考虑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充分体现出中

国美术发展的脉络。 节目跨界的创新表现方法，

将党史与艺术有机融合。 决胜千里的战场画面、

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日新月异的时代华章……

一幅幅美术经典汇聚成伟大的时代画卷，不论是

美术工作者还是普通观众都能找到共鸣，被深深

打动。 艺术之美和历史细节在节目中 “跨界”融

合，生动阐述了一个事实———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节目没有说教，而是与观众平等交流，娓娓

道来。 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是心与心的交流，这种

心与心的交流，会获得情感上的认同、获得更深

入的了解，更多的是理解。 拥抱时代、关注现实、

扎根人民，是新中国美术的重要创作传统，也是

现当代中国美术鲜明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品格，节

目主创人员深谙这一点。我多年来主题性作品的

创作经验，对于将艺术作品与党史故事联系在一

起的创作方式特别有体会， 选取最感人的情节，

着力刻画细节，对于回顾党的光辉历程、缅怀先

烈伟绩、弘扬老一辈的革命精神、激发报效祖国

的爱国热情、 团结凝聚各方力量实现中国梦，都

具有十分深远与现实的意义。 做到这一点，讲好

故事是最重要的，《美术经典中的党史》用心讲好

了一个个故事，话百年党史，谋民族复兴。

其次，正如前文所言，红色经典美术作品力

作颇多，节目精心选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深入

研究、制作严谨、言之有据，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每期节目都精心准备，党史专家和美术理论

家做客演播室，通过经典的美术作品来回顾党的

辉煌历史， 同时展现每一部经典作品的创作风

格、创作背景以及党史故事，将党史知识与艺术

审美融为一体，带领观众从美术经典中领略了信

仰之美，非常具有感染力。

节目引领观众在历史细节中探寻初心使命，

在每一集 15 分钟时长里尽可能深挖鲜活于画

面、雕塑中的党史，仔细研究了每一部经典作品

背后的党史故事和独具匠心的艺术手法，总结归

纳怎样用美术作品讲好党史，从思想性、时代性、

艺术性等角度对经典之作进行梳理，围绕重大党

史事件、重要党史场景、优秀共产党人等主题，提

炼其时代内涵，感染电视机前观众的同时启发美

术家的创作灵感，以期推动新经典的不断涌现。

此外，节目促使党史专家、美术理论家、电视

制作专家充分合作，借助电视艺术的传播特点和

手段，是跨界融合的成功典范。

电视是综合艺术，不仅可以在演播方式上运

用各种最新的技术手段， 对美术作品进行全方

位、多角度的详细展示。还可以通过多媒体手段，

实现党史、美术与电视观众之间的融合互动。 观

众在观看节目时，仿佛置身多个时空，与画中人

物同呼吸共命运，与艺术家创作时的心境产生共

情，从而实现党史、美术与电视观众之间的交融。

充分利用电视手段去传播美术作品，宣传党的历

史，《美术经典中的党史》节目是一次成功的探索

和创新。通过美术评论家对每幅美术作品的创作

立意、技法表现等方面的点评，观众可以准确地

了解作品所要表现的思想内涵，通过画家本人的

叙述，观众更能了解画家本人在创作中的心路历

程。 而党史专家所讲述的作品背后的故事，则把

观众带回到那一段段催人泪下的艰难岁月，增强

美术作品的可信度和感染力。

节目创新了电视表达手段，融合新技术展现

艺术之美，打造出科教节目精品范本。故事短片、

作品展示、动画示意、历史背景介绍等多种电视

手段，生动、立体、直观地展示了美术经典作品的

独具匠心和艺术魅力。多手段，全方位、多维度创

新了党史与艺术融合的表达和传播。 节目看点、

话题快速形成短视频或热点在全媒体平台传播。

节目组充分开发本片视频资源，全方位、多角度

展现，丰富多彩，长短结合，强化了新媒体传播效

应，非常接地气，让节目具有“网红”气质。

《美术经典中的党史》获得的广泛关注说明

了一个问题： 党史这一重大题材是艺术家出经

典、出震撼人心力作的主阵地，文艺工作者要倍加

珍惜，研究好、创作好、展示好、传播好彰显中国精

神、催人奋进的佳构，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作者为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
副主席）

吴为山

是美的历史，更是精神的历史

◆ 节目总顾问、原中央党史研究室
副主任章百家：

节目创新了党史叙述方式，以党史经典美
术作品所代表的最重要的历史时刻为切入点，

综合运用诗词、影视、歌曲、动画等多种元素和
丰富的表达方式，准确地讲述党史，宣传党史，

体现了历史的厚重感 ，形式特别新颖 ，特别有
吸引力，寓教于乐，让人主动追看 ，非常难得 。

节目通过对经典美术作品的精彩点评，加深了
大众对党史的认识和理解。 节目不仅有对作品
的赏析，还有对创作的介绍 ，辅以叙事上的时
空交流，让人们看到了一代代美术家在艺术成
长上与党史的有机联系。

◆ 节目总顾问、中国美术家协会主
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

节目从政治站位到文化自觉，从激励创作
到社会美誉，都值得赞扬 ，在全社会掀起了具
有多重共鸣的良好反响。 节目在作品选取上注
重经典性和时代性， 尊重艺术家的独特构思，

对美术经典的二次创作让作品的意义得到了
提高和升华，尤其是表达上的多重时代语境和
编排上的立体时空交织，极大地激发了美术界

的广大工作者更多地为党史而创作，为民族伟
大复兴的历史而创作。

◆ 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鸣：
节目将党史和美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

观众在知党史 、 懂党史的过程中获得美的感
受，既契合大众审美心理，又具有教育意义。 同
时，节目能够让人了解到经典美术作品背后的
创作故事， 感受老一辈艺术家的情怀与担当，

为当代的艺术家解答了怎样创作、为谁创作的
核心问题，是一档有政治意义和学术价值的好
节目。

◆ 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著名
画家方土：

节目具备动感和静态结合、立体和平面结
合 、有声与无声结合 、过去现在与未来结合 、

艺术性与严肃性结合的特点 。 通过节目的播
出 ， 既能够让观众了解到艺术家群体在关注
国家民族命运 、 把握时代脉搏方面所做的努
力，也提醒艺术家要时刻把个人情感同国家命
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创作更多具有历史担当的
好作品。

◆ 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节目生动讲党史， 体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的大台风范。 节目紧紧将精美的美术作品与
党史的魂有效融合，用形象表达精神，结合现代
传播手段，讲好百年党史故事，做好党史教育宣
传，将正能量变成大流量，好声音变成最强音，

在人民心中树立了丰碑。

◆ 资深党史专家汪新：
这是一档有前瞻性、创新性的节目，突出了

“新”和“融”，把思想美和艺术美融合在一起，别具
匠心，适应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年轻受众的需求。

◆ 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节目将经典美术与党史经典事件相结合，

将历史专家解读与美术专家解读相结合，创意
新颖；简洁勾勒大历史 ，将虚拟演播室与外景
拍摄相结合，方法手段新；既关注历史题材，也
关注当代题材，站位高、底蕴深，顶层设计新；吃
透历史，制作精良，令观者耳目一新。 节目潜移
默化地塑造核心价值观，传承红色基因，同巩固
国家文化安全紧紧联系在一起， 具有深远的战
略意义。

更多专家眼中的 《美术经典中的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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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百集特别节目《美术经典中的党史》为何引发广泛关注

◆ 萧传玖《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
南昌起义》，1958年

这件浮雕选取了 1927 年八一南昌起义在
凌晨即将打响的历史瞬间，重点刻画了指挥员
和战士们屏住呼吸、全力以赴准备投入战斗的
状态。 这一幕看似是静止的，但充满了发展的
可能性。 雕塑右边出现了三个老百姓的形象，

突出的正是人民与军队的关系，当时老百姓自
发给军队运送弹药，可以说也主动参与了南昌
起义。 人民英雄纪念碑所用的石材，来自崂山
的一块巨石，原石有 300 多吨，如何将它完整
地开采出来又不让山体受到破坏，最后还是当
地一名被称为“石神”的老石工想出了办法。

◆ 靳之林油画《南泥湾》，1964年
1940 年代初，陕北的“烂泥湾”如何变成“好江南”？靳之林耗时五

年创作了油画《南泥湾》，为此他深入陕北高原，跑遍南泥湾山岭写生。

画幅通过俯视把近景的劳动和远景的黄土高原结合起来，总共画了二
三十人，组合了生产、战斗、学习等多组场景，其中右边两位老农相互
配合组装锄头镐头的细节，就来自艺术家在当地的观察。

◆ 程十发国画《歌唱祖国的春天》，1956年
这幅画直接对应创作之时的火红年代。 画面看似艺术化的信息，

折射出真切的社会生活乃至时代变化。 例如，从画中老爷爷手里拿着
的檀板、身旁年轻人吹起的笛子，能够推测放歌的老妈妈唱的不是歌，

而是流行于江南的传统说唱艺术“宣卷”。 画面远景中出现了很多高压
线杆，这正是当时的新事物，只不过专家认为现实中高压线杆的数量
远不及画中表现的那样多。 由此可见，艺术家借画面歌颂的不仅仅是
自然的春天、心情的春天，更有对于工业化建设的一种向往。

◆ 潘鹤雕塑《开荒牛》，1983年
1983 年，当深圳国贸大厦以“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加快建

设之时，潘鹤以开拓进取的深圳精神为题，创作了城市雕塑作品《开荒
牛》。 选取牛的形象为城市造像，是建设工地上正在作业的一台推土机
给艺术家的灵感，那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在工作的牛。 《开荒牛》的形
象既有北方黄牛的力量感，又融合了牦牛的造型，甚至还有现代文明
中“铁牛”的线条，这种兼收并蓄的造型特点，暗合了深圳这个移民城
市包容的精神气质。 牛身后拔起的树根，则象征着破除保守观念，解放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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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十发 《歌唱祖国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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