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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引领
国家工程助推创作“攻坚”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西侧广场上,
《旗帜》《信仰》《伟业》《攻坚》《追梦》五组大型
雕塑庄严矗立，以凝固的诗篇讲述党的百年
风华。建党百年重大主题雕塑工程和“不忘
初心 牢记使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型美术作品创作工程”，是新中国美术
史上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参与创作人员最多
的主题雕塑和美术创作工程，也是新中国美
术史上主题创作的创举。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美
术观察》副主编孟繁玮介绍，近十年来，“国家
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华文明历史
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
目”等一系列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对中
国当代美术的探索和拓进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术工作者的创作内驱力被唤醒，迸发“我要
画”的强烈自觉。

近年来，一大批反映现实或重大历史事
件、历史现象的美术作品涌现，开拓了许多历
史主题美术创作的新境界。“国家重大历史题
材美术创作工程”中，组委会将一个极重要的
选题交给了唐勇力。唐勇力呕心沥血，历时
十年创作巨幅画作《新中国诞生》，以浪漫主
义手法呈现了全体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参加开
国大典时的场面。这幅画成了新时期体现中
国气派、民族精神的代表性美术作品。

在广泛收集历史资料、邀请史学专家把
关的基础上，创作者们努力追求作品艺术性
的高度，并非简单地图解或再现历史，而是艺
术地表现历史。不少优秀作品进入了国家收
藏体系，使中华文明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得到更为完整的视觉史
诗呈现。

一种自觉
深入生活挖掘动人故事

走进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第十三届中
国艺术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每个展厅
最重要的位置都有表现人民生活、社会主义
建设的作品。张见等艺术家创作的中国画

《助梦》展现了凉山彝族群众在脱贫之路上的
成果；郭健濂、褚朱炯的油画《互联网的春天
——农村电商》，突出了互联网给农村生活带
来的新气象……艺术家们从不同的视角表现
当下的社会现实。

在以往的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中，现实
题材是弱点也是难点。近年来，“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成为越来越多艺术家的一种自
觉。他们从百姓日常生活捕捉闪光的情节与
场景，以小见大，体现时代变迁的宏大叙事，
传递民生关切，带来打动人心的观看体验。

例如陈治、武欣的中国画《尖峰食刻》，聚焦了
当代都市生活中繁忙的餐馆后厨场景，头戴
对讲耳机的厨师正在备菜，画面中的外卖箱
折射出餐饮行业的巨变。

近十年来，更多美术创作单位积极引导
艺术家深入生活写生采风，收集有温度的第
一手资料。2016 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
征胜利 80周年，中央美术学院师生重走长征
路，以《红军食谱》为主题，创作了百幅油画。
野菜、草根、树皮、皮具……这些当年红军战
士的“救命粮”被一一绘于笔端，让沉潜于历
史的真实细节生动展现。5年后，在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
际，中央美院师生再次踏上长征路，以百幅油
画《新时代食谱》描绘“食”的变迁，记录全面
小康生活，让作品在历史与当代的映照中彰
显厚重的力量。

一种探索
努力构建新时代艺术语言

金秋时节万山红遍，长城如同巨龙蜿蜒
于群山之间。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序
厅，600平方米的巨幅漆壁画《长城颂》格外引
人注目。该作品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程
向军带领 50余人的团队，历时约一年创作完
成。作品首创采用铝蜂窝板制作胎板，将传
统漆艺中的朱砂颜料与中国画里的以线造型
等技法进行结合，是国内迄今最大的一幅漆
壁画。

题材广泛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将艺术家
们对视觉形式研究的最新成果融入其中，展
现出他们为力构新时代艺术语言所做出的努
力。在中国画领域，重彩工笔画的技法达到
了新的艺术高度。它不仅汲取了中国古代传
统绘画的养分，而且借鉴了欧洲早期文艺复
兴坦培拉画法和简约立体的造型语言，打破
了中国画不善写实的旧观念，让传统艺术在
现代视觉文化中重新出发。

随着中青年美术工作者渐成主题性美术

创作主力，他们以可贵的创作活力和探索精
神，开启全球视野下当代中国美术自主发展
道路的探索。在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
员会主任、博导尚辉看来，这是与全球现当代
艺术同向但并不同轨的另外一种发展路径。

有评论家也指出，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
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部分作品对视觉影像
的过度依赖、对现实场景缺乏深入的提炼
等。推动新时代中国美术事业从“高原”向

“高峰”迈进，需要更多扛鼎之作的支撑。艺
术家们唯有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不
断开拓作品的历史深度、艺术高度和精神广
度，才能创作出“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
时代佳作。

专家观点
主题性美术创作与时代同频共振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当代美术就
十分注重主题性美术创作，由此产生了一批
反映革命历史的美术经典。新时代主题性美
术创作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国家级和省市级
的各种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不仅投入大、项
目多，而且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美术家的创作
热忱，产生的历史题材美术作品数量庞大，不
乏精品力作，满足了一些重要博物馆、美术馆
的展陈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国美
术史发展中重大历史画的缺失问题。

新时代美术创作形成了历史与现实题材
主题性创作的艺术高潮，其背后的动力无疑
来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洪流中，创作
者与之共振的精神力量。艺术家们以史诗情
怀描绘历史、表现现实，折射出磅礴而深刻的
人文关怀。这种围绕历史与现实题材的主题
性美术创作和国际流行的当代艺术发展并不
完全相同，艺术家们走出了自我的小世界，进
入对整个国家发展和民族命运的观照。

——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主
任、博士生导师 尚辉

（北京日报）

绘写中华文明视觉史诗折射中国当代精神风貌

主题性美术创作开拓新境界

在新中国美
术发展历程中，
具有家国情怀底
色，与国家命运、
时代发展紧密结
合的主题性美术
创作，始终占据
重要地位。近十
年来，主题性美
术作品掀起新的
创作浪潮，在聚
焦表现中国精
神、时代精神方
面涌现了一大批
思想精深、艺术
精湛、制作精良
的作品，成为一
种文化现象。

大型雕塑《伟
业》，65位人物均来
自真实原型。

央美师生深入红军长征经过的四川省若尔盖县，绘成一百
幅油画《红军食谱》。

9月2日，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