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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赋能美好生活

时代与地域、个体与家国、
社会与文化，这几者之间的关系
历来是深刻影响艺术创作的重要
范畴。东北地域文化与工业文明
的时代现场，是两个充满张力又
相互关联的个案。在信息更迭、
媒介多元的后工业时代，东北地
域文化将呈现出怎样的反应与状
态？历史与当下将会如何衔接？
以造型艺术和视觉图像的媒介，
如何呈现东北工业主题独特的力
度、深度、厚度与温度？这些都
是今天亟待探研的课题。

日前，由沈阳大学主办、在
人民美术出版社人美美术馆举行
的国家艺术基金项目“东北工业
题材美术作品国内巡展”，即富于
针对性地指向了这些课题的焦点
内容。该展览以艺术史与社会史
的双重视角，通过作品和文献的
形式汇集展出了20世纪50年代至
今表现东北工业主题的油画、中
国画、版画、雕塑、水彩画、摄
影 等 多 种 类 型 美 术 作 品 100 余
件，其中既有古元、宗其香、李
斛等近现代美术史名师大家的作
品，也有宋惠民、广廷渤、赵大
钧、吴云华、赵世杰、王岩、韦
尔申、刘小东、王家增、崔国
泰、王建国、张峻明等具有重要
影响力的名家近作，还有诸多东
北籍中青年画家的新人新作。展
览作品以展现东北地区各个时期
的工业景观、工人形象、生产场
景为题材，以艺术家的个体视角
回顾了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的历
史变迁，再现了几代东北人劳作
奋斗的青春记忆，更显现了新时
代东北地域文化的人文精神和家
国情怀。

作为一次展现“大东北”地
域文化的美术作品巡展，该展在
长沙、西安、沈阳、北京等南北
各地举办，都引起了各界观众的
密切关注和好评。巡展对于整合
和盘活东北地域文化资源，向全
国展示东北当代文化精神特质，
表达当下东北民众振兴老工业基
地的勇气与决心，以及运用视觉艺
术语言展现工业景观的题材内容，
都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作为备受关注的美术现象，
东北工业题材美术创作素来兼具
表现性和写实性的风格特质。改
革开放以来，受到本土文化传统
与西方现代思潮的双重影响，东
北地域涌现出诸多以表现主义或
写实主义艺术语言，抒发主观情
感和地域性格的优秀画家。在长
期的创作探索中，他们不断突破
西方表现性绘画的语言范式，将
当代中国的审美追求与历史沉思
内化于创作表现，逐渐形成了具
有地域特性与中国气质的叙事性
艺术语言。同时在西方当代艺术
观念的冲击之下，他们又守持着
一份难得的文化自觉，无论是写
实绘画的求真意志，还是表现
性、写意性绘画的情感表达，都
彰显着东北地域的深厚文化和丰
富底蕴。

回顾历史，曾经的磨砺、醇
厚的人文情怀赋予这片土地深邃
的情感与勃发的生命力。特别是
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作为
国家的工业摇篮，孕育了振奋人
心的大庆精神、鞍钢精神，更有
汽车工业的“共和国长子”“一
汽”等国有大型工业集团，大力
支援了国家建设，展现了新中国
自力更生的主体意识。在画家们
笔下的经典意象中，“汗水”化作

“钢水”，油彩丹青翻腾着“乌金
滚滚”。他们用笔墨展现“大庆工
人无冬天”的壮志豪情，展现技
术革命年代“电缆工人攻尖端”
的不凡事迹。

艺术家们围绕着东北工业题
材绘画的“现代性”转型这一课
题，进行了形式语言的实践和精

神诉求的探研。他们以跃动的笔
触、厚重的色块，构建中国本土
风景，呈现工业景观与现代都市
题材美术创作的气魄与特色，并
以此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与表现
样式。无论面对宏阔的社会风
景、开阔的工业厂房，还是热烈
的劳动场景、奋力生产的工人群
像，他们从形色光影的变幻中捕
捉源自灵魂的悸动，并在观察的
整体性和视觉的开放性层面，实
现了自我风格的完满。显然，这
种痛快淋漓、直抒胸臆的情感抒
发，使他们的作品呈现出某种特
殊的酣畅与鲜活，也使他们的创
作更为强调纯正的绘画性与感触
的直接性，享受作画过程的痛快
淋漓与一气呵成，同时兼顾构
图、色彩与画面的时代气息。

在冷峻而广袤的白山黑水之
间，当现代工业文明逢遇热烈而
厚重的黑土地，将会迸发出怎样激
越的情感与深沉的思考？当这些
画面呈现在我们面前，犹如精神与
时间的凝固定格，它们已然超越了
视觉艺术本身，成为生命力的抒怀
路径，是以视觉方式沉淀与思考的
结晶。面对东北工业主题美术创
作的视觉意象，面对这些画面所呈
现的力度与诗情，我们会更加真切
地触摸到黑土地那温热厚重的时
代脉搏。

（作者系本次展览总策展人、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作品

走进实践者的“田野”

“旅客们你们好！由世纪坛前往各个美丽中国
实践地的列车马上到站……”检票口处，火车进
站的鸣笛声响起，一场“美丽中国”的人文之旅
就此开启。

“大地之歌——2023美丽中国纪事”展览分为
“生态”“乡村”“社区”“数字”及“未来提案”
5 个主题板块，并推出“从乡土学院到美丽中
国”特别单元，展品涵盖文献资料、影像视频、
装置等。

展厅空间营造出象征调查旅程的“车厢”与
“站台”意象，圆环的参展路线如同一辆在行进中
的列车，带领观众从一个田野奔向另一个田野，
对在地实践进行田野调查。

在“车厢”里，每一个案例都被收集在抽屉
样式的装置中，包括文字、影像、实物等内容。
其中的田野工作笔记，详细地记载了实践者们的
行动与思考，非常值得一读。

近百个案例中，有开创“全球合伙人”乡建
模式的“两山理论”发源地安吉余村；有覆盖 28
个 城 市 的 联 动 万 余 名 小 艺 术 家 共 同 参 与 的

“iSTART儿童艺术节”；有政府与学者合作建立新
乡村美学的“松阳实践”；有赋能新疆本土传统地
毯手工艺的“高台当代艺术中心”；有通过影像人
类学方式长期跟踪记录黄河区域民艺的 《大河
唱》 音乐纪录片；还有造福非洲贫困家庭的“蜡
烛消灭者”计划……

翻阅小抽屉里的材料会发现，这些实践给当
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

——海拔 4700 米的青海玉树甘宁村，是一片

异常寒冷的草原。成立于 2015 年的“帕卓巴游牧
人合作社”，以改善当地生活习惯和维护环境为初
衷。2017 年，合作社陆续邀请专家来当地做产品
设计和商业培训。当地人开始利用本土文化特色
和原材料，设计各种挎包、帽子、围巾以及灯
罩、靠垫等家居用品，逐渐建立起相对完整的产
业链，初步实现了游牧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在中国香港旺角区，老式排档的安全隐
患曾让城市管理者头疼。为了留住城市烟火气，
以设计师阮文韬为首的团队，历时 8个月调查、3
个月设计，结合摊主实际需求、天气情况、消防
安全等角度，将原来的排档装置拆解成三部分，
进行模块化重组。模块化的排档装置还加入了摊
主的手工涂鸦，个性化的摊位不仅成为了街头的
文化载体，也成为摊主们情感化的私人空间，保
留了多彩的城市街头生活。

一个个“抽屉”、一节节“车厢”，承载着“美丽中
国案例文献库”。历史的列车串联时空，带领观众
目睹现代化掀起的巨变，走进实践者的“田野”
现场，也将当下与未来、此方与彼方互相联通。

建立“美丽中国案例文献库”

“在我看来，美丽中国不只是关于生态环境的
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工程，牵动着生态、
生产、生活多个领域，可以说是环境之美、生活
之美、心灵之美的总和。”高世名说。

那么在美丽中国建设过程中，文化艺术能够
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这是中国美术学院这几年
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近年来，中国美术学院一直坚持“以乡土为学
院”，在城、乡、村、镇设立了百余个“乡土学院”工作
站，形成扎根中国大地的全国性实践网络。每年约
有万名师生奔赴全国各地，以百余家“乡土学
院”为中心，发挥专业优势，参与乡村振兴、城
市更新、产业创新，提升各地公共文化服务。

师生的长期实践成为美丽中国调研的基础。
2021 年，中国美术学院美丽中国研究院成立，旨
在跨界贯通中打开生活艺术的新可能，打造艺术
智库、公共美学、社会创新“三位一体”的研创
平台，推动城市更新，助力乡村振兴，赋能社会
美育。

经过近两年时间，美丽中国研究院通过对全
国 30 多个省自治区市的 300 多位艺术家、学者、
设计师、企业家以及案例者的采访，积累了大量
文献、影像素材，建立起全国首个“美丽中国案
例文献库”。该文献库旨在以微观视角，探讨一百
种“美丽中国”的建设经验，讲述一百个“星星
之火”式的动人故事。

这些正在发生着的一个又一个实践，铺陈着
十几年来美丽中国的“纪事”，真实地展现了文化
艺术赋能社会发展的崭新图景，形成自为、共创
的发展机制。

本次展览就是这些动人故事的一次集中呈
现。同时，展览初步搭建了“美丽中国线上档案
交互系统”，观众可以通过“地域”“板块内容”

“实践属性”等模块选择，走进更多案例。
高世名说，希望通过“美丽中国案例文献

库”编织起实践者的“行动网络”，让无数实践者

的“点滴之功、一己之力”聚沙成塔、涓滴成
河，共同谱写美丽中国的大地之歌。

面向未来的“提案”

美丽中国的未来，不是一个人的未来，是一
群热爱这片土地、在不同领域孜孜努力的人们所
共同建构的未来。

在展览“未来提案”板块，过去几十年来的
“美丽中国建设大事记”逐一罗列；一个个行李箱
则装载了由实践者和公众共同贡献的“未来提
案”，寓意着想象和希望将被带到更远处。

“我们邀请了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企业
家、农民、工人、学生等不同群体，共同为未来

‘美丽中国’献计献策。他们带来了很多精彩的想
法。”本次展览策展人、中国美术学院中国国际设
计博物馆副馆长张春艳说。

有的提案科学严谨，比如清华大学长聘教授
吴及的“医疗管理的数字化转型”，致力于解决医
疗资源配置问题；有的提案充满了人文关怀，比
如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形象景观艺术总监林
存真，提出了“肌力计划——智能肌肉训练外骨
骼”，希望为老龄化社会生活减轻负担。

这些提案中不乏奇思妙想，比如画家文那提
出编撰“创造属于中国新的神仙系统”，并结合壁
画、雕塑、文学等不同的创作方式加以多样化呈
现；广州市大湾区虚拟现实研究院技术总监辛子
俊要设计“虚拟时间地图”，将时间与生活的关系
具象化等。

还有不少“未来提案”是学者与普通人携手
完成的，比如Mapping工作坊创始人何志森携手菜
市场摊主，提出打造生长的“菜市场美术馆”，重
新连接起当地社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创造可
以持续参与的社区公共空间；城市交通规划师王
波与深圳公交车司机郑青魁认真商议，共同提出

“‘公交巴士+生活场景’营造移动体验空间”，重新
定义出行体验，更新未来公交巴士的功能与体验。

这些面向社会发展的近百个“未来提案”形
成了一个精彩的思想链条。张春艳说：“希望观众
在参观展览后，也可以成为提案人，一起向未来
的美丽中国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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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在“抽屉”里的案例

▲ 展览“数字”板块现场

▲ 展厅空间营造的“车厢”意象
（本文配图由主办方提供）

赴一场“美丽中国”的人文之旅
本报记者 赖 睿

本报电 （闻逸） 由中华文化联谊会、重庆市
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主办的“文化赋能 乡
村振兴——两岸青年创意设计展”日前在重庆悦·
设创艺展示中心举办。展览展出面向海峡两岸300
多所高校和1万多名青年设计师征集而来的200余
组作品，展示两岸青年以设计创意助力乡村振兴
的智慧和方案。

为了防烫带有“帽檐”的“克拉古斯帽子
面”，方便携带、像小罐茶一样的“哇塞小辣
椒”，设计成熊猫、兔子等动物可爱模样的茶杯、
茶壶……展览现场，许多有趣又实用的设计吸引
了观众的目光。

文化和旅游部港澳台办二级巡视员孔伦说，

本次展览力求搭建一个两岸青年设计师交流合作
和成果展示的平台，探索一条文化产业赋能乡村
振兴的路径，一条让两岸年轻人齐心协力在海内
外共同弘扬中华文化的路径，并通过展示创意设
计产品，讲好当代中国乡村振兴的美好故事。

据悉，本次展览分为线上线下两个板块。此
前的线上展览推出专属网站，以元宇宙虚拟展厅
的形式，设置中文、英文、法文、西文4个主要语
种，展出乡村振兴优秀设计作品，并通过海外中
国文化中心向驻在国公众进行展示。此次线下展
是线上展览的丰富和延伸，通过丰富精彩的实物
展品，让观众近距离欣赏这些作品的巧妙设计和
精湛工艺，感受创意设计和工业制造的融合。

两岸青年创意设计展亮相重庆

▲ 展览上的设计作品 主办方供图▲ 展览上的设计作品 主办方供图

“这是一个需要阅读的展览。”中
国美术学院院长、美丽中国研究院院
长高世名说。

日前，由中国美术学院主办的“大
地之歌——2023美丽中国纪事”展览
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举行。展览从调
研的300多个实践案例中，遴选出近
百个具有社会性、艺术性、示范性、
创新性和可持续性的典型案例，展现
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时代进程
中，全国各地正在发生的美丽中国的
建设实践。

每一个案例，都是一个生动的故
事，讲述着众多参与者长期在地实践
的默默耕耘、久久为功，展现出建设
美丽中国的人文艺术新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