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40年来美术事业、美术创作
与美术发展的个案是改革开放的具体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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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 7 月 22 日，时任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版

画家协会副主席的赖少其给当时的对外文委负责人黄镇等

去信，反映其 1980 年“经上级批准”到香港举办画展后的有

关情况。由赖少其的这一封信而得知这一年的《对外文委

简报》第八期发表了《关于赴港展览混乱现象及改进意见》，

除赖少其所陈述的之外，可能也确实存在着赴港展览混乱

的问题。这是改革开放后的一个过渡时期，而类如赖少其

的赴港展览、卖画以及卖画分成等现在看来恍如隔世，难以

想象。而相关的赴港展览则与深圳有关，因为深圳作为改

革开放的窗口和桥头堡，内引外联，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那时候去不了香港能去深圳也是大事，所以，有了 1987

年朱屺瞻等 73 位画家在深圳合作《春回大地》的丈二巨作。

那些饱受风霜的著名老画家在劫后余生中看到了中国改革

开放最前沿的窗前风景，感受到了新时代的春光，他们老骥

伏枥，壮心不已，来到深圳，为了中国艺术的美好未来，耕种

播撒。他们在深圳举办展览，创作作品，留下了他们暮年的

艺术旅痕，同时，也带动和推动了这一时期开始的艺术市场

的兴起，成为见证中国改革开放美术发展和成就的重要史

料。

40年前，深圳几乎没有美术家可言，尽管在上世纪 60年

代宝安有几位考上美院的学生。1978 年之后，因为改革开放

带来了深圳的崛起，加上这里毗邻香港，地缘的优势使得这

里成为吸引美术家的黄金之地。一大批在国内享有盛名的

美术家先后迁居到这里，成为到深圳垦荒的第一批美术家。

当然，这里的美术氛围首先是因为一大批享有盛名的老画

家把这里作为回归春天的据点和桥梁，是他们在这里播下了

艺术的种子，是他们为这里带来了艺术的盛世，因此，许多中

青年画家在老一辈的带领下都在深圳留下了足迹和作品。无

疑，地区美术的发展是因为有其适合的土壤。早期来到深圳的

美术家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造诣，而且也具有相当的资源优

势和活动能力，他们一方面抓创作，一方面抓基础建设，使得

画院和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都在国内城市中领先。有了梧

桐树就能引来金凤凰，在良性循环之中，深圳在改革开放的前

30年吸引了许多美术才俊，一批有成就有影响的画家相继移

居深圳，如画家王子武 1985年从陕西移居深圳等等，他们作

为深圳美术事业的拓荒牛，为深圳美术事业的发展贡献良多。

当然，其中不乏来此的淘金者。深圳画家在适合自己的沃土上

辛勤劳动，创作了许多具有国际视野、地方特色的作品，而且

在各个美术门类中齐头并进。笔墨当随时代，深圳的人，深圳

的事，成为深圳美术家着力表现的对象。除了诸多主题创作

之外，现代水墨，城市雕塑，公共艺术，以及版画、设计等等，

都成为 20 世纪末期以来中国美术发展的风向标，许多美术

名家在这里续写篇章，而青年一代则在这里崭露头角。

得益于改革开放，深圳具有无比的吸引力和地缘优势，

其魅力在于它勃发的新的活力，而散发这些活力的是此起

彼伏搅动中国美术界的各种活动，开风气之先，领潮流之

动。在外引内联中，深圳表现出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特有

的向心力，人民美术出版社率先在深圳成立朝花书画社，说

明了深圳在当时的重要性。1985 年，深圳展览馆（今深圳美

术馆）与香港翡翠台在画家程十发和香港邵逸夫的倡议下，

成立了深圳特区建立后的第一家动漫产业合作企业——深

圳翡翠动画设计公司，这也是开文化产业风气之先。此间

从创办深圳美术节，承接全国美展分展，主办国际水墨画展

以及国际水墨画双年展，策划连续性大型展览和专题展览，

开展城市山水画研讨以及其他学术活动，到组织深圳画家

画深圳等美术创作和培训，启动客座艺术家制度，接受名家

作品捐赠，建立文化产业园区和示范基地，推动创立“设计

之都”，进行对外美术交流，一切都表现出新时代中深圳的

地缘优势和影响力。如今，生土变成了熟地，伴随而来的是

深圳在中国美术界地位的突升，人才的汇聚，公众文化事业

的发展，以及深圳市民审美获得感的增加。

40 年来，深圳的主题美术创作百花争艳，万紫千红，见

证了春天的生长和秋天的收获。改革开放以来的深圳主题

美术创作，一方面是深圳美术家生活于此的有感而发；另一

方面是深圳的巨大变化所激发的全国美术家以深圳为题材

的创作，它们都是基于“改革开放”这一主题所表现出的主

题思想和核心意义，反映这个时代对于新题材的把握和挖

掘的成果。从题材上来看，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表现党

和国家领导人对深圳改革开放的指引，以及绘就改革开放

蓝图的过程；二是表现深圳的建设，以及深圳速度所带来的

精神上的激发；三是表现深圳人的美好生活，以及新时代中

深圳人的幸福时光。新题材在一个时代美术创作中的发

掘，不仅是时代美术创作中的责任，也是美术家在美术创作

中建功立业的可能。40 年来的这些作品几乎串联起了一部

深圳改革开放所带来巨大变化的发展史，其中不管是平实

的记录，还是宏大的表现，都是深圳改革开放成就的写照。

当这些作品参与到全国美展以及省市的展览之中，从题材

内容到艺术形式，都展现了深圳美术创作的风采，这就是与

时俱进的时代特色以及兼容并

包的深圳特点。建设题材、城市

水墨等对于 20 世纪后期以来中

国美术创作的贡献，则是以开拓

和创新展现了这个时代中深圳

题材所特有的价值和意义。所

以说，深圳 40 年来美术事业、美

术创作与美术发展的个案就是

改革开放的具体成果。

35世纪美术责任编辑：李晓晨 电话：（010）65389204
电子信箱：wybmeishu@sina.com

2018年6月15日 星期五

第6期（总103期）

午
后
的
光
（
水
彩
粉
画
）

张

辉

﹃﹃
为
新
时
代
人
物
塑
像

为
新
时
代
人
物
塑
像
﹄﹄
活
动
雕
塑
最
美
老
师

活
动
雕
塑
最
美
老
师

关注关注

为营造有利于青年美术人才发展的

良好机制，鼓励青年人勇于突破的锐气，

反映中国当代青年在艺术创作与学术创

新方面的探索成果，展示青年美术人才

关注社会、关注生活的炽热情感和对艺

术的不懈追求，6月8日，由全国青联、中

国文联、中国美协共同主办的“第六届全

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开

幕。中国文联党组书记李屹，中国文联

副主席左中一，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傅振邦，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

席徐里等参加开幕式。

左中一在致辞中谈到，全国青年美

展在广大青年美术家中具有广泛的影响

力。在历届展览中，涌现出的一大批优

秀青年美术家，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美术

界的中坚力量。全国青年美展已经成为

发现和培养优秀青年美术人才、宣传展

示优秀青年美术作品、反映中国美术创

新发展的重要平台。希望中国美协认真

总结办展经验，进一步扩大影响，引导广大青年美术家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文艺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放飞青春

梦想，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力争创作出具有鲜明特色和民族精

神的表现新时代的优秀作品，为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

文艺高峰做出新的贡献。

徐里表示，全国青年美展的举办让不同历史时期的青年美

术家获得了崭露头角的机遇，他们的脱颖而出不仅使他们成为

每个历史时期的艺术代言人，而且他们的作品也构成了新中国

美术史最有先锋色彩的时代经典。希望全国青年美术工作者能

珍惜韶华、奋发有为，夯实基础、勇攀高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描绘壮丽的新篇章。

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是国家级的综合大展，自第一届全

国青年美展1957年创立举办至今，已成功举办了五届，时间跨

越60余年，是专门为青年美术家搭建的一个展示他们继承与创

新、借鉴与融合、关切社会与自身成长的重要平台，社会影响广

泛，青年美术家参与度很高。

为把“第六届全国青年美展”办成有创新、有特色、有水准的

展览，中国美协于2017年11月举办了第六届全国青年美术作

品展览创作培训班，邀请全国具有一定知名度和

创作实力的青年美术家集中进行创作研讨和草

图观摩学习，聘请专家进行创作指导，并组织学

员到北京新机场航站楼、京张高铁工程官厅水库

特大桥和八达岭隧道等施工现场采风收集素材，

力争推出一批反映伟大时代的精品力作。展览

评选在公开透明和高标准、严要求的基础上，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同时使展览呈现学术性、创新

性和多样化。

本次展览得到了全国各地的青年美术家的

热情参与，共收到参评作品12030件，经组委会

评委认真负责地严格遴选，评出包括中国画、油

画、版画、雕塑、水彩·粉画、漆画、插图·连环画、

综合材料绘画8个类别的入选作品387件，其中

前46件作品为“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展

区直送作品。

“第六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的举办适逢

祖国改革开放40周年，参展作者几乎都出生在改

革开放后的新时期，他们的成长也伴随着中华民

族迈向伟大复兴新时代的征程。这些艺术家眼界

开阔，思想敏锐，创作理念活跃而多元，他们的创

作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他们的创新意识

也深扎于现实社会，真切地传递出这个伟大时代

人民的思想和情感温度。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6月24日，随后将会

在青海、甘肃、河北、内蒙古、辽宁、江苏、山西等地

巡展。

（李晓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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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在京举行

□陈履生

锦
瑟
华
年
（
综
合
材
料
）

李
兆
天

X-真相（中国画） 翟志程不朽的吟唱（插图连环画） 索嘉铭 索 焱

我心依旧（水彩粉画） 卫 今

“为新时代人物塑像——塑心中最美老师：

2018年儿童节专场”日前在京举行。这是继4

月14日“为新时代人物塑像”雕塑工作坊活动之

后，中国美术馆第三次举办该系列活动。本次活

动邀请雕塑艺术家现场创作，邀请学校儿童美术

教师代表现场担任模特，组织儿童、家长观摩学

习，并让孩子们动手塑造自己心目中的最美老师，

以弘扬时代新风，讴歌时代人物，通过艺术互动体

验的方式迎接六一儿童节。

活动现场，孩子们围坐在雕塑家和模特周围，

观摩学习创作过程。在中国雕塑院的老师们指导

下，他们用胶泥和彩泥塑造自己心目中的最美老

师，表达对老师的热爱、感念和敬意。不少家长也

热情地参与进来，和孩子们一起体验雕塑艺术创

作的快乐，以特别的方式迎接孩子们的节日。当

天，在中国美术馆艺术教育空间还展示了北京市

部分小学美术教师的作品，展现了老师们的专业

追求和艺术风采。

作为资深的儿童美术教师，中国美术家协会

少儿美术艺委会副主任侯令表示：“我深感从事美

术教育事业是一项崇高的历史使命。能亲自参与

我国课程改革和教材编写，见证美术教育五十多

年来的巨大发展，十分荣幸。我要活到老，学到

老。”在儿童节来临之际，他对孩子们说：“美术是

提高审美和人文素养的重要途径。要上好每一节

美术课，多到美术馆参观和学习”。

儿童节期间，中国美术馆还推出了“少儿美育”系列

专家讲座。5月27日下午，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尹少淳应邀主讲“少儿美术教育——核心素养的养成”，

介绍美术学科核心素养的内涵，以及如何通过特定的学

习方式培养孩子的美术学科核心素养，进而形成人的核

心素养，使他们成为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并具有幸福感的

个人。6月2日下午，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硕士研究生导师郑勤砚应邀主讲“从绘画进入孩子的心

灵世界”，通过对儿童画的研究，帮助听众更好地理解不

同年龄儿童的认知以及心理发展特点，解读儿童绘画中

的意义，更好地走进孩子的心灵世界。此外，近期中国美

术馆还特别推出了中英对照、图文并茂的绘本版少儿参

观规范《我是文明小观众》，形式新颖，内容生动，寓教于

乐，深受儿童、教师和家长的欢迎。

（欣 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