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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主题创作凝聚人心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上半年实体美术
展览与现场学术交流活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以抗击
疫情为主题的各类线上展览应时而生与此同时以
网络视频会议为形式的工作会议课堂教学学术讲
座研讨会也成为美术界美术教育领域信息交
流知识传播的主要手段成为工作生活新常态

艺术作为情感形象表达的载体以其对心灵的抚
慰和精神的支撑作用而愈发显现出重要价值作为抗
疫主题美术创作的集中汇展2020年 8月由中国国家
博物馆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共同主办
的“众志成城——抗疫主题美术作品展”在中国国家博
物馆开幕。从声誉卓著的艺术名家，到创造力旺盛的中
青年艺术家，再到活跃在基层群众中的美术爱好者，都
在此次展览中以亲历者的视角，生动刻画了中国民众在
复杂严峻的形势下不畏时艰、守望相助的抗疫场景。

如何在艺术创作中贯注真情直面时艰如何建
构具体创作中的表现角度语境与姿态使作品真正
起到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作用成为每一位投身于
抗疫主题创作的美术工作者思考的课题

展现家国社会时代变迁

进入 9 月各地美术活动陆续复苏对于社会新
象和家国命运的关切成为美术界的焦点以美术创
作的手法展现家国社会的时代变迁成为中国美术家
的新课题

在近年来涌现出的脱贫攻坚主题美术作品中我
们既可以看到既往经典作品的风格影响与精神承传
又能感受到新的艺术追求和时代气息有的作品塑造
脱贫攻坚典范人物形象如吴为山的雕塑作品《孔繁
森》以写意雕塑的艺术语言个体的纪念碑式铸铜
雕像呈现了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好干部在茫茫雪原走
访基层的感人形象也有的作品以大尺幅人物群像展
现各地脱贫案例的具体场景如张见齐鸣李玉
旺李朋帮李丹管海龙的中国画作品《助梦》
选取了四川大凉山火普村表彰脱贫示范户的场面以
传统工笔画的语言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彝族民众脱
贫致富奔小康的时代画卷

除了表现脱贫攻坚题材的美术佳作频频亮相一
系列实际行动也在美术界展开包括走进边远乡村的
主题写生与专题创作活动高水平艺术人才的帮扶支
持以及贫困地区美术人才的培养项目与机制建构等
如中国美术家协会新余市委市政府等共同发起全国
美术家“聚焦脱贫攻坚”写生创作万里行活动邀集
来自全国各地的美术家走进江西新余井冈山等地新
农村建设点贫困村写生以画卷展现山乡巨变中
央美术学院组织相关干部和专业教师走进对口帮扶
的云南剑川县围绕剑川的古城保护和文化旅游建设
展开学术支持与主题创作

美术创作者们越来越认识到以美术创作讲好脱
贫攻坚故事既需紧扣主题又应充分展现艺术本体
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以视觉艺术的方式呈现“家
乡”意象并包蕴“家国”的寓涵正是当下主题性
美术创作的重点和难点

展览生态愈呈繁盛之势

除了创作领域，下半年的展览生态也愈趋呈现繁
盛之势。诸多大型主题性展览在紧扣时代主题的基础
上，体现出视觉艺术的独特感召力。

如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中国国家画院承办的
“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作品展于7月在中国美术馆
开展，以近 200 件作品的规模展示国内外艺术家眼中

“一带一路”的文化内涵，展现了和平合作、开放包
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再如 9
月在银川当代美术馆举办的“生生不息——叙事的黄
河”大展，由“亘古奔流”“大河精神”“共生家园”

“生态长治”4个板块组成，立足于深入挖掘黄河文化
蕴含的时代价值，用艺术的方式讲好黄河故事，展现

了中国艺术家感受黄河、表现黄河、弘扬黄河文化、
讴歌民族精神的艺术创造力。

作为本年度一个重要的现象级展览，首届济南国
际美术双年展于12月在山东美术馆拉开帷幕。该展览
本着兼具国际视野和中国气质的立展思路，探索中国
传统思想对当代艺术创造的文化贡献。正如总策展人
范迪安所言，展览以“和动力”为主题，将人与社会
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作为
展览指向，核心理念“和”包含了中和、和睦、和
谐、和合等内质，是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
在当下的全球政治文化格局中，“和”主题的再次提出
和艺术演绎，较之以往无疑给观者更深刻的启示。

对青年美术的激励与关注，对前辈先生的研究与
纪念，同样是本年度美术展览生态的重要内容。2020
第三届北京青年美术双年展于12月在中央美术学院美
术馆举办，展览既延续了几年来“青春志”系列主题
展览的风格气质，又增益了2020这一特别年份的时代
主题与特别关切，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展现了当下艺
术青年群体的青春活力与奋斗能量。

在对近现代美术名家的发掘研究领域，关于胡一
川、宋步云的纪念研究展在中央美术学院同期举办，
对于名师大家的回顾展示和对于历史文献的深入钩
沉，使这些展览既具有严谨的学术性和史学意识，又
兼具指向当下和未来的现实价值。

相关学术研讨富有成效

本年度美术界的学术研讨主要集中在下半年，形
成了富有成效、致用当下的学术成果。如10月由中国
美术家协会主办、在四川美术学院举办的“全国美术
高峰论坛·重庆”，是继“全国美术高峰论坛·济南”

“全国美术高峰论坛·扬州”之后又一次全国美术理论
评论界盛会。本届论坛从美术思潮与学术方位、美术
创作与美术理论方面，进一步研讨了新时代中国美术
创作态势和美术理论的重大问题。又如11月在上海大
学上海美术学院举办的“新时代中国美术理论建设
——第二届青年美术论坛”。作为中国美协为推动美术
理论工作发展、每 3年举办一次的系列活动，本次论
坛的诸多成果聚焦于 20 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美术问
题，尤其是对于主题性美术创作的理论认知，具有重
要的当下意义。

在历史的长河中，2020年或许只是转瞬即逝的一
段时光，却也注定是深刻烙印在史脉中的一年。这一
年，中国美术于磨砺中积蓄能量，以艺术创作与家
国、社会、时代相共鸣。其间所呈现出的艺术表现上
的积极拓展、传播方式上的微妙转变以及所有面对当
下现象的适应、反省与突破，必将在未来显现出更为
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
研究中心副主任）

本报电 （记者赖睿） 何香
凝是中国近现代集社会活动家
和艺术家于一身的伟大女性。
她毕生创作了大量书画精品，
晚年定居北京，与北京画坛多
位艺术家的合作画可谓近代中
国美术史上的一个特别案例。
其视觉意义已经超越一般意义
诗书画的“雅集”。

日前，“流水高山写新图——
何香凝与新中国时期的北京画
坛 ” 展 在 北 京 画 院 美 术 馆 开
展。展览由何香凝美术馆与北
京画院携手举办，以两馆丰富
的馆藏作品，生动讲述了何香
凝与北京画坛的故事。

展览展出包括何香凝艺术
精品，何香凝与北京画坛艺术
家合作作品以及北京画坛艺术
家精品，共计约65件作品。“我
们期望以近代美术史个案的研
究视角，从‘集体创作’的主
题，对何香凝的艺术创作做更
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主办方
表示。

何 香 凝 1878 年 出 生 于 香
港，原籍广东省南海县，毕其
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
新中国的建立，为国家的社会
主义建设和民族统一大业，为
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
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何香凝曾任中国美术家协
会主席，她的画作气度恢弘、
立 意 深 邃 ， 常 借 对 松 、 梅 、
狮、虎和山川的描绘，抒情明
志，是她 70 年革命生涯和高尚人格的生动写照。
众多艺术家和国家领导人的补笔、题词，使得她
的画作更为凝重。

展览主要围绕两个主题展开：第一部分是何
香凝革命人生及其艺术；第二部分则阐述新中国
成立后，何香凝与北京画坛的互动。

一层展厅的“画高人寿”单元，展出了何香
凝创作的26件精品，其中《虎》《狮》等作品，彰
显出何香凝的革命理想。自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
何香凝逐步转向古典水墨的审美，创作题材除延
续狮、虎猛兽动物形象之外，古典山水及“君
子”题材成为创作主体，比如 《松竹梅》《绿梅》
等。二层展厅展出了何香凝与北京画坛艺术家合
作的 11件作品，并甄选出十几位活跃在北京画坛
的艺术家的28件作品，如齐白石的《和平》、徐悲
鸿的 《鸡》 等，以不同时期的艺术作品描摹近代
北京画坛的格局。

展览还展出了摄影家牛畏予拍摄的包括何香
凝在内的9位艺术家的肖像作品。这些历史照片拍
摄于上世纪中期，既是时代的艺术品，也是珍贵
的视觉史料。

丽日云天舒 红艳报春来（中国画） 林德冠作

本报电 （记者赖睿） 中国美术馆典藏活化系列展
“不朽的传承——中国美术馆藏法兰西艺术院院士作品
选展”日前举行。本次展览从中国美术馆收藏的163件
法兰西艺术院院士作品中精选作品 118 件，涵盖油画、
中国画、版画、摄影、综合材料等多种媒介。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介绍，本次展览既是中国美
术馆近年来国际美术收藏、中法文化交流重要成果的集
中展示，又是典藏活化系列展的重要项目之一，全面展
示了法兰西艺术院院士植根于法兰西艺术沃土的创新与
拓展，凸显了他们个性化的艺术语言和风格特色，呈现
了他们对艺术的虔诚追求，体现出一个集学术、友谊于
一体的群体，充满着人性与艺术温存的爱。

本次展览从馆藏法兰西艺术院院士作品中选取阿尔
诺·多德里夫、埃里克·德玛奇埃尔和菲利普·加莱尔等
16位院士的重要作品。

作为对法兰西艺术院各位院士作品的呼应，中国美
术馆特别在展览中加入馆藏吴冠中、吴为山两位法兰西
艺术院通讯院士的作品。2000年，吴冠中当选法兰西艺
术院通讯院士，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艺术家。2018
年，吴为山成为第二位当选该院通讯院士的中国艺术
家。中国美术馆将他们的作品与其他16位法兰西院士的
作品并置展出，希望观众可以感受到文化交流产生的对
话与共鸣。

20世纪上半叶，以徐悲鸿为代表的艺术青年到法国
留学，归国后开创了“中西合璧”的现代中国美术之
路。赵无极、朱德群、熊秉明等艺术家留在法国，成为
中国文化的种子，为中国精神与世界艺术的相互交融作
出卓越贡献。吴冠中则是把留法当作“取经”，将西方
现代艺术的抽象表现与中国写意相结合，为中国画精神
的现代视觉表达开辟了新径。

莎士比亚故里 （油画） 吴冠中

狮 （中国画） 何香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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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馆展出馆藏法兰西艺术院院士作品

在时代中行进 于磨砺中蓄能
——2020中国美术现象观察

于 洋

无论对于中国美术界还是社会各领域
而言，2020 年都是不平凡的一年。对于整
个国家而言，2020 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
之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也是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
之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
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受了一场
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交出了一份让历史
和人民满意的抗疫斗争答卷。

这一年，以脱贫攻坚、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城市新风貌、迎接冬奥等为主题的美
术创作与展览以及相关调研写生与学术论
坛，成为本年度美术创作生态的核心内容。

孔繁森 （雕塑） 吴为山

记·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