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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赴新时代 王 珍

▲ 我是小戏迷 续晓涵▲ 我是小戏迷 续晓涵

▲ 人欢鱼跃 逄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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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点新春时空

红彤彤的装饰架上嵌着一幅幅放大的年画，孩子们
在画作前观赏留影，定格一张张喜气洋洋的新年照……
大年初一，北京前门大栅栏 （北京坊） 熙熙攘攘、人
来人往。“赏年画 过大年”2023 我们的小康生活美术
作品展示活动正在这里举行。展览以时令节气为线
索，通过“春和万象”“夏林堆绿”“秋疆如画”“冬藏
谷廪”4大板块呈现300余幅年画作品，其中线下展示
的有200幅。这些充满年味儿、鲜活生动的年画为新年
送上美好祝福，在描绘家乡的变化、丰收的喜悦和小
康幸福生活的同时，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
魅力。

而在重庆十八梯传统风貌区，200 余幅年画沿着
街巷走势巧妙地排列，既有展现城乡融合发展新面
貌、巴渝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年画作，也有包含兔生肖
元素的创意海报、插画、版画作品等，看点十足。正
在举行的“新生活·新风尚·新年画”——我们的小康
生活美术作品征集展示重庆市联展，围绕反映城乡融
合发展新面貌、展现新时代文明实践新成果、体现重
庆特色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等主题展开。这些作品用色
大胆，线条粗犷，不仅继承了传统年画浓烈的色彩、
稚拙的表现手法，还结合了当代审美，更具装饰性、
时尚性。据悉，这批创作者不仅有民间文艺家、画
家、设计师，还包括非遗传承人、群众文艺爱好者，
他们大胆借鉴其他画种的表现手法，使年画面貌焕然
一新。

除了线下新年画联展活动，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
共文化发展中心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还推出了“赏年
画 过大年”云上年画展。云上年画展的作品包括木版
年画、新年画、农民画以及具有年画元素的插画创意
设计作品共 292 件。这次展示通过丰富多彩的栏目设
计，为老百姓提供丰盛的春节文化大餐——“赏年
画”，图文并茂地推介优秀作品的特色与亮点；“讲年
画”，邀请民间美术评论家、创作者通过短视频讲述年
画背后的生动故事；“绘年画”，推出年画知识视频课
程，教学相长，开展艺术普及；“寻年画”，沿着创作
者、建设者、观赏者的脚步，延伸年画的文化足迹；

“乐年画”板块则推出了丰富多彩的互动答题活动。
一幅幅年画点缀了大街小巷，装饰了新春时空，

把吉庆祥和带到千家万户。

捕捉时代新意

年画始于古代的“门神画”，早期与驱凶辟邪、祈
福迎祥两个主题密切相关。经过上千年的历史，年画
逐渐发展为年节装饰性艺术，体现祝福新年、喜庆吉
祥的寓意。在此期间，年画的创作主题、内容、表现

手法都经历了发展、更新、丰富的过程。目前，仅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年画代表性名录中，就有 18个年
画项目。

“新生活·新风尚·新年画”——我们的小康生活美
术作品创作征集展示活动已经持续开展了 3 年。3 年
来，活动不仅吸引了长期从事年画创作的专业人士，
还调动了艺术院校师生、美术爱好者等参与，既有年
过八旬的知名民间美术画家，也有 00 后的年轻学子。
他们用画笔捕捉时代新意，记录时代发展，展现今天
的小康生活，推出了一批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

民间美术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的
艺术形式。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是民间
美术的生命力。作为中国民间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年画也不例外。和前辈们一样，今天的创作者们也从
鲜活的生活中汲取灵感，并赋予个人的理解与艺术表
现的提炼，将时代风貌、生活滋味、身边变化娓娓道
来。比如《春归幺妹忙》《电商助农奔小康》展现的是
网络电商、直播助力乡村振兴；《文化大院》描绘了南
疆地区文化大院这一新生事物，体现了人们丰富多彩
的文化生活；《山乡畅游记》记录了初秋时节，人们回
归自然，于山林间品茶、旅居的旅游新风尚；《我是小
戏迷》 描绘了一幅老北京春节的民俗画卷，通过小朋
友对戏剧的痴迷，体现了京剧国粹文化的传承……从
乡村到城市，从边疆到海岸，时代生活在一幅幅年画
中铺开，如此细微，如此生动，老百姓的获得感、幸
福感扑面而来。

新年画之新，不仅在主题内容之新，也在于创意
构思的新颖、艺术表现手法的推陈出新。一些表现传
统主题的年画作品，同样让人眼前一亮，呈现出鲜明
的时代特征。今年的新作中有不少以生肖兔作为主
题，比如 《瑞兔呈祥》 笔触细腻，采用了装饰艺术简
洁的表现形式，营造出空间感；《年年岁岁》 在黄、
橙、红三色的喜庆基调中，中间添加人物手拿糖葫
芦，仿佛是喜庆年节的一次奇妙之旅，让传统抵达今
天；《新生》则以迎接兔年为背景，描绘了一对母子在
自然的美景中迎接一窝新生小兔的场景，画中人物采
取插画的表现手法，人物和兔子都各自以圆形的轮廓
进行强化，传递出春节的团圆氛围和暖意融融。丰收
一直是年画的重要表现主题之一，丰收主题亦在今年
的新作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比如具有显著江南水乡风
格的 《我们的小康生活》，采用工整细致的表现技法，
细腻地描绘了江南古镇的民居，以当地人喜爱的舞
狮、舞龙、击鼓、玩船等喜闻乐见的形式庆祝丰收，
以红色调来表达人们喜悦的心情，红火、热情、喜
悦，让观者可感可知。又如表现时令节气主题的作品

《春风》，以独特的俯视视角，从天空中飞舞的3只具有
中国传统美好寓意的风筝，俯瞰在广场上沐浴春风的
老老少少，洋溢着春天的活力与希望。

纵观此次年度新作，无不在主题表达、创意构
思、表现手法上显示出新的视角和探索。创作者们在
继承传统年画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巧妙转化，
于笔墨间描绘真实生动的小康生活，于画纸上凝聚奋
发向上的精神力量，拼绘出今日中国的新图景。

方寸之间，能容
寰 宇 万 象 ； 咫 尺 之
内，可收世间百态。

癸 卯 新 年 之 际 ，
中国美术馆策划推出

“美在致广——全国小
幅 美 术 精 品 展 ”， 以
1000 件 作 品 的 体 量 ，
贺新春之禧。

纵 观 中 外 艺 术
史，美术作品的精彩
与否向来与其尺寸大
小没有必然联系。古
今中外许多大师名家
都曾留下举世闻名的
小幅作品。荷兰绘画
大师约翰内斯·维米尔
的 《戴珍珠耳环的少
女》，尺寸仅比一张A4
打印纸略大；中国艺
术 家 ， 如 “ 吴 门 四
家”、吴昌硕、齐白石
等，也曾在如书本大
小的册页上留下妙笔
无数。艺术家们取一
方小小天地，以大视野入小画幅，于创作中尽精
至微，凝神专注，挥洒才情、锻炼心性……并不
宏大的尺幅，可含纳艺术家们的所观、所感，甚
至吐纳天地豪情。此外，小幅作品还往往承载着
艺术创作的探索性和实验性，艺术家们的奇思妙
想也常常于这些袖珍的空间中闪现。这些都是属
于“小幅”的魅力。

当下的艺术创作，美术作品似乎正在逐渐变
“大”，小幅作品创作有式微之势。大小之分，本
无边界。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大幅作品固然
有小幅作品难以具备的气势与力量；小幅作品亦
有灵动鲜活、简洁洗练的显著特色。

为了全面展现小幅作品的创作现状，鼓励美
术家投身小幅精品创作，中国美术馆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了征稿活动。本次展览呈现了从 6500余件
投稿中精选出的近600件征集作品，加上中国美术
馆馆藏作品和特邀作者作品，共计 1000件，涵盖
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工艺美术等
种类，以此倡导小中见大、小中见情、小中见趣
味、小中见格局的精品意识。

参展作者从中国现当代的大师、前辈，到 00
后的青年艺术工作者，几乎包含了我国百年美术
发展历程中所有艺术家的代际。这些作品的尺
幅，最小的仅有邮票大小，最大的也仅半米见
方。这其中既有美术史中的经典名作如齐白石的

《咸蛋小虫》、徐悲鸿的 《双狮》、李桦的 《怒吼
吧，中国！》、胡一川的 《牛犋变工队》 等；也有
现当代画家的代表作如李焕民的 《初踏黄金路》、
吴冠中的 《藏民青年》、黄永玉的 《阿诗玛 （之
二）》 等；还有当代画坛中坚力量的作品如庞茂
琨的 《农民工》、陈坚的 《夜》、黄华三的 《初
雪》等，以及00后艺术家的最新创作。

在这些有限的空间里，前辈大师的名作与当
代艺术家的新作进行对话。观众在回顾中国百年
小幅美术创作历程的同时，可以观察不同时期中
国艺术家本真的艺术语言，审视他们的创作状态
和心路历程，感悟他们对人民的热爱、对社会的
关注、对生活的体验和对自然的亲近。主办方表
示，希望通过展览，将平时较少有机会集中展示
的小幅美术作品纳入学术研究范畴，启发更多关
于当下艺术创作的思考。

2023年将迎来中国美术馆 60年馆庆。本次展
览是中国美术馆馆庆系列展的首展。中国美术馆
馆长吴为山表示：“希望广大观众在千幅作品中，
看到广大美术工作者继承传统、勇于创新，感受
到社会的进步；也希望广大美术家与人民群众一
道不断努力创造，致美、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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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年画迎新年是中国人过年的传统习俗之一。年画不仅是传统节日中一种五彩斑斓的
装饰，更寄托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祈愿。

近期，“赏年画 过大年”系列文化活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在全国火热开展，传
递新春的吉祥、喜庆和祝福。活动展示的作品，来自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中央文明办二局、
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的“新生活·新风
尚·新年画”——我们的小康生活美术作品创作征集展示活动的年度新作。这些饱含时代主
题、时代情感、时代审美的新年画，洋溢着幸福的味道，充盈着向上向善的力量，展现了
时代风尚。

▲ 晨曦 卢曼纯

■ 链接

18地传统年画集中亮相

“古版新韵 开门大吉——2023 年中国十八地
传统年画联展”日前亮相江苏省苏州美术馆。本
次展览是“赏年画 过大年”年画联展活动的分会
场，集中展示了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潍坊
市杨家埠等 18种传统年画，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年画代表性名录上的 18 个年画项目。据悉，
本次展览是“古韵新版”系列第三次年画联展，
以门画作为主题，取“开门大吉”之意；展厅中
特意设计了 18扇软装门，贴合门画主题，带给观
众喜气洋洋的新年氛围。

▲ 新生 黄 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