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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没有哪个时代像新时代这样，如此投入、如此密
集、如此全景观地展现一个民族伟大复兴的史诗性美术创作；
也没有哪个国家在艺术不断被全球化的过程中，如此尊重民
族艺术历史、如此关切民生现实表达、如此自觉地探索艺术继
承性创新。显然，伴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美术
在经历20世纪的“85西潮”美术的冲击之后，在21世纪一二
十年代终于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开始了全球视野下当
代中国美术自主发展道路的探索。

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凝固民族复兴的精神史诗

欧洲文艺复兴之所以成为欧洲艺术史的巅峰，在很大程
度上是由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的绘画、雕刻与建筑
凝固了那个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中国汉唐盛世之所以成为
中国艺术史的巅峰，也在于汉唐绘画、雕塑、建筑、书法等形于
其内的汉唐气象。一个民族的复兴、一个国家的强盛，最显著
的审美变化便在于通过历史书写将现实转化为史诗，一切历
史都是现实的折射，一切现实都是历史的映照。

继“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之后，新时代相继
完成了“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一带一路国际美
术创作工程”“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建党百年大型美术
创作工程”等，这些国家级美术创作工程以巨投资、大投入调
动了全国数以千计的美术精英，在短短数年内完成了数以百
计的大型历史题材美术作品，并进入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共
产党历史展览馆和中国美术馆等国家收藏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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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视
觉史诗呈现，这在古今中外的美术创作组织中是前所未有的。
实际上，新时代这种规模化的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不止于这些
国家级项目，由国家级项目而连锁反应的省、市级项目也不在
少数，譬如浙江、广东、广西、湖南、江苏和上海等省市都曾相
应组织美术创作项目，以呈现这些省市在历史发展中的独特
地位。可以说，新时代中国美术形成了历史画创作高潮，这是
一次不断推涌、不断高昂的通过美术作品建构中华民族复兴
宏大意象的艺术运动。

中国画之中，唐勇力《新中国诞生》、王颖生《香港回归》、
王奋英《春暖十八洞苗寨》、张见等《助梦》；油画之中，何宏舟
等《启航》、邵亚川《四渡赤水》、陈树东等《百万雄师过大江》、
吴云华等《新政治协商会议》、丁一林《科技的春天》、郭健濂等
《互联网的春天——农村电商》、李前《支部建在楼宇》；雕塑之
中，党史馆户外大型群雕吴为山等《旗帜》、吕品昌等《信仰》、
杨奇瑞等《攻坚》、曾成钢等《伟业》和李象群等《追梦》以及邓
柯《凝融——2008抗击冰雪》和韩晓冬《“杂交水稻之父”袁隆
平》等所定格的历史瞬间、所塑造的英雄形象，不止为中国现
代美术史人物画廊增添了属于新时代的人物造像，而且这些
人物造像的饱满、坚实与厚重，都意味着新时代人文精神的灌
铸。中国古代绘画史偏重的是文人书画史的书写，但也缺少了
黄钟大吕式的史诗巨作。在某种意义上，这10年所创作的大
型历史画巨作也是为中国古代美术史补课。冯远《屈原与楚
辞》、晏阳等《赤壁之战》、孙立新《成吉思汗与蒙古铁骑》、时卫
平《元代泉州港》、崔晓柏《胡服骑射——武灵阅兵》、陈海燕等
《宋应星〈天工开物〉》、袁庆禄《史可法殉城》、殷会利等《俺达
封贡》、赵建成等《民族会盟》、李爱国等《于谦保卫北京城》等
都为中国古代历史辉煌的文明、为中国近现代的民族崛起而
重建了视觉历史的审美记忆。

视觉历史记忆的重建无疑以史实为根基，这是历史画最
基本的创作方法，甚至决定了当代中国美术创作必须遵从现
实主义的创作原理与审美理念。如果说，这些集群式的历史画
创作工程推出了一批优秀作品，那也在于这些创作从古今中
外的历史画里汲取了丰富的养料，尤其是在历史瞬间的选择、
历史情节的设计以及历史人物形象的刻画等方面所充分展现
的绘画性叙事特征；这些历史画的成功，还在于极大地借鉴了
现代主义艺术形式与当代视觉文化特征，将象征、形式和多媒
体材料融入历史画创作，从而对传统历史画进行了当代拓展，
推动了人类艺术史在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上的崭新面貌。这些
集群式的历史画创作，既发挥了艺术家的个性视角与独特语
言，也充分吸纳了群体智慧，众多史学专家、美术批评家的参
与，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艺术家个人在史学与创作方法上
的不足。这种创作方式，也许和那种把艺术创作作为纯粹是艺
术家个人的情感流露或历史判断、把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对
立起来的，或与把宏大叙事都归结为微观叙事的思想理念截
然不同，这场以历史叙事为目的的创作运动的兴起，其本身便
具有民族性与国家意志，每件作品历史素材的选择与作品所
表达的主题内涵都具有广泛的民族认同性，并深刻地指向了
民族复兴这个宏大命题。

以民生关切为精神底蕴的多样表现与多元探索

如果说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探索了绘画独特的形式语言，
那么，新时代中国美术的发展则始终锁定在对民众生存状态
的真诚关切上，尽管各美术门类都力图体现现代城市视觉文
化的艺术特征，并有意借鉴西方现代或后现代主义艺术元素，
但这种现当代艺术理念的汲取无不以传递人民的情感、讴歌
人民的奋斗、展现人民的风采为其艺术探索的深层精神底蕴，
从而使这些造型艺术探索始终留存着生活的温度、散发出人
性的温暖。

陈治、武欣《零点》《儿女情长》《尖峰食刻》，王珂《都是热
血儿郎》，李玉旺《使命》，孙震生《雪域欢歌》等，这些在近几届
全国美展中涌现出来的深受好评的中国画之所以能够打动
人，还在于作品所描写的城市生活、所塑造的青年人既充满了
青春活力，更表现了经济社会中青年一代应有的社会担当。
《零点》在日本巡展时被高度关注，这件作品所绘写的中国城
市青年生活是如此现代、时尚，而又如此深情和温馨，刷新了
国外民众对中国现代生活的认知。画面对工笔人物形象塑造
的语言探索，也因承载有温度的中国现实生活而增强了艺术
感染力。事实上，新时代中国画最惹人注目的领域已从水墨写
意画转向重彩工笔画。当代形态的重彩工笔画对再现深度的
发掘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它不仅汲取了中国古代壁画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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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语言的探索正是中国快速发展、提升民众现
代生活品质的一种审美折射，是新兴的现代城市视觉文化在
工笔画领域的审美新创造。工笔画甚至比写意画更具备后现
代艺术的观念性，具象描绘却充满了象征和隐喻，这使得工笔
画从艺术语言到表现观念进行了多层面、多维度的转换与拓
展，从而赋予当代中国画以多种文化艺术的兼容性。

从李节平《小夫妻》、李智华《老广东，小生活》到陆庆龙
《格桑花开》、于小冬《教室的阳光》等油画作品，从柳青《成果》
到王比《好消息》等雕塑作品，从张玉惠《织情叙意》到颉元芳
《远方》等漆画、水彩画作品，从彭伟《而立之年》到曹丹《阳光
下的大桥浇筑工》、沙永汇《金秋时代》等版画作品，在近几届
全国美展中崭露头角的美术作品，大多以描绘普通民众的日
常来展现民生变迁，通过美术家的描绘呈现了一种质朴的隽
永。《小夫妻》只是打工回乡终于盖起了自己小巢的故事；《老
广东，小生活》在最常见的农贸集市摊贩中揭示了“小生活”的
滋味；《教室的阳光》所描写的边远乡村那照进教室的一缕阳
光揭示了乡村教育的改善对孩子们童年的温暖。这些作品没
有说教，甚至也不诉诸外在的形式探索，却以美术家对朴素生
活的体味与发现来形成艺术感染力。或者说，蕴含在这些作品
中的感人的要素，不是视觉形式的凸显，而是生活的真切感所
形成的一种纯粹而朴素的美。表现城市农贸集市的《老广东，
小生活》《成果》等作品中，农民或个体户形象构成了现代城市
文化的乡村记忆，蔬果与家禽构成的菜肴味蕾同样是满足现
代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因而，这些美术作品也是真实揭示现
实民生最接地气的一种表现形态。

实际上，也只有朴素而纯粹的艺术语言才能真正承载这
种淳朴的民生形象。这些作品以再现为基本特征，将油画、版
画、水彩、漆画和雕塑等各自独特的造型语言融入形象塑造之
中，在那些看似真实的形象刻画的背后充分调动艺术想象，并
进行必要的取舍、增减等艺术加工，将抽象构成隐藏于具象描
绘，从而达到所谓的质朴与纯美。其实，再现与象征、抽象、表
现、意象等并不存在严格的艺术理念界线。塞尚对隐含在物象
中所具有的圆柱体、圆锥体和球体的凸显看似开启了立体主
义或结构主义，但他的艺术理念形成却来自对古典主义的深
刻认知。这也便是新时代中国美术能够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
法，而将再现、象征、抽象和表现等现代主义艺术包容于一体
的艺术学理论。更深刻地说，现代主义艺术被当代中国美术转
化为了个性化艺术探索与人民性思想内涵相统一的创作方法
与表现方法。杨洋《金色华章》、李小军《折山入梦》和黄少鹏
《太湖石与竹》等这些全国美展获奖作品，通过综合材料、漆画
和油画等呈现的象征性、抽象性、意象性，都并非对生活原型
的再现，但这些作品所表达的主观体验性与个性化语言仍深
刻地指向现实，并极大地体现了现代社会审美的通约性。

从回归民族传统到凸显
中国当代美术自主道路的探索

新时代的中国美术界，打开了全球艺术视野的中国美术
家们不再为中国艺术能否与世界接轨而焦虑，也不再为中国
当下的美术发展是否“现代”或“当代”而困扰。且不说上海双
年展、成都双年展、广东三年展这些中国的国际艺术品牌已常

态化，不论其中的外国艺术家还是中国艺术家，其以装置、观
念、影像等新媒体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在中国美术界已形
成观念与审美的疲劳，就“后现代主义艺术先锋地”的威尼斯双
年展、卡塞尔文献展、惠特尼双年展等不仅有中国常设馆，而且
每届双年展、主题展中的中国艺术家及作品的风头也已让世界
艺坛瞩目。在后现代主义艺术主场的所谓全球当代艺术领域，
绝对不缺少中国艺术家的身影及作品份额。客观而言，在中国
从事后现代主义艺术类型创作的艺术家在当代中国美术界只
是少数，全国美展从第十二届开始增加了“实验艺术展区”，中
国各高等美术学府在学科设置上，也只是把“实验艺术”或“新
媒体艺术”作为一个新兴学科。显然，在中国所倡导的当代美术
概念中，以装置、观念、影像等新媒体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艺术
只是造型艺术这个体系之中增添的一个门类或一个新兴学科，
而并非西方世界通过对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当代艺术”命名，而
完全断舍或颠覆被其称为“传统”的造型艺术。

与这种以“当代艺术”为名而折断与架上艺术传承关系的
潮流相反，中国画领域较早意识到回归传统的价值与意义。毕
竟“笔墨等于零”的水墨画只具有形式美感或视觉形式冲击这
一种审美层面，它对视觉形式的张扬所形成的即时消费性，也
往往缺失了内蕴的精神品格与文化品位。这便是中国画在进
行现代形式变革之后，提出“正本清源、贴近文脉”的现实基础
与纠偏价值。实际上，新时代对20世纪上半叶相继出现的“海
派”“京派”“岭南”等地缘性传统国画及大师名家进行的系统
性发掘与梳理，以及对明清及“元四家”等进行的国际学术研
讨活动，都给当代中国画坛以学理认识上的“清理”和“修正”。
对西方写实造型及形式结构的引入，固然使传统文人画转向
现实表达、面向现代视觉经验的整合，但中国画意象特征也因
此而减弱。“意象”并不单纯是观照事物的方法，更要通过“笔
墨”得到凸显。笔墨既是语言，更是精神与品格。因此，新时代
中国画对传统文人笔墨的反刍，是在不断变革的过程中得到
的一种反向文化寻根。新时代所举办的4届全国青年美展，和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青年美展最大的区别，就是画展所折射的
青年画家对传统认同性的差异。新时代青年美术家努力从传
统中汲取绘画的语言形态，追求现代审美所缺失的古朴、秀雅
和简静，以此与具有强烈视觉冲击的“实验水墨”“水墨艺术”
乃至诸种当代艺术拉开距离。在他们看来，当代中国画并不排
斥对“实验水墨”“抽象水墨”“水墨艺术”的拓展，但这种拓展
与具有笔墨意蕴的中国画并非是一种艺术理念，并非是“非此
即彼”的二元方法论。

这种对绘画艺术传统的认同性，并不止于中国画界。在后
现代主义艺术冲击之下的中国油画界，反而形成了另一种推

动中国油画深入发展的认识。这便是以靳尚谊、詹建俊、全山
石、杨飞云和朝戈等为代表的油画家，不仅身体力行古典写
实，而且提出向欧洲油画艺术传统“寻源问道”、探寻油画艺术
本体规律的学术主张。这种主张的思想核心是基于对油画这
个外来品种“语言纯粹性”与“油画味道”的认知。因为引进中
国的欧洲油画虽愈百年，但其造型与色彩这些油画艺术的根
本问题并没有解决，而这一绘画语言基础又决定了此种绘画
的全部艺术命题。这种艺术理念改变了人们一般认为的，油画
就是用油彩绘制在画布上的这样一个由材料属性所决定的绘
画，而是由空间、造型、色彩建立起来的艺术理念以及历代艺
术大师在油画艺术史确立的一个个艺术高峰所形成的油画艺
术传统。新时代中国写实油画群体或“新古典主义”潮流，不仅
受到的是民众的喜爱、市场的追捧，而且是学界的认同、大展
的主力。以“中华意蕴”为主题的“中国当代油画艺术国际巡
展”在新时代曾先后赴巴黎和罗马展览，法国艺评界对中国油
画的客观认同、罗马艺术学界对中国油画“写意”特征的探讨，
都激发了欧洲油画故乡的艺术史学者对中国油画的兴趣，他
们看到了一个东方国家的另一种当代美术之路。

实际上，新时代中国美术并非没有艺术思潮，只是没有此
前那样狂风暴雨式颠覆一切的思想变革，而是在西方当代艺
术理念的冲击下清醒而理性地回归艺术本体，回归对艺术自
身规律的探索。回归中国画传统，并不是民粹主义，也不完全
是以笔墨为中心，而是在接受现代城市视觉文化的前提下对
传统更加深入的接续与转换。富有意味的是，油画专业在欧美
美术院校的学科设置中已基本下架的情形下，不仅在中国美
术学学科结构中仍被称为“油老大”，是造型艺术的主专业之
一，而且兴建了规模堪称世界第一的“中国油画院”以及组织
的各种高级油画研修班。中国美术文化对传统的敬重，显然已
延伸到对人类共有艺术传统的尊崇，这或许能够体现中国文
化从骨子里透露出来的某种自信情怀。不唯油画，漆画、水彩
画、综合材料绘画和陶艺等自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美展开
始均设立独立展区；而北京双年展在新时代举办的4届展览
中，一方面以生态环境、记忆梦想、丝路文明和奥林匹克为主
题，另一方面则以架上艺术为主导，以此立体和全景观地展现
全球当代架上艺术的发展状态与艺术水准，中国美术界从中
获得的艺术自信前所未有。

这种艺术自信涉及的一个重要艺术理论命题，就是对艺
术演变模式的自主确认与自主探索。因为西方现当代艺术史
的描述确立了艺术不断进化的发展观，从19世纪末，西方现
当代艺术史形成了一个不断摆脱再现写实、不断疏离架上艺
术的蜕变过程，由此也相应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现代主义和后
现代主义艺术理论。中国当代美术发展更严峻地遭遇了理论
挑战。譬如，如何在这些现当代艺术理论中认知现实主义艺术
理论，如何在现代主义倡导的语言独立中重返主题与内涵的
意义，如何在图像规模化生产与传播中重识绘画或雕塑所具
备的独特造型价值，等等。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联袂多种
艺术期刊与高等美术学府，先后以“为新时代中国美术立言”
为系列论坛主题，召开了多场学术研讨会，就“主题性美术创
作的当代性”“图像时代的造型艺术”“纪念碑性雕塑的当代
性”“新中国美术70年”“党史百年历史画创作与研究”等理论
课题进行深入探讨，尤其是筹办了两届“全国青年美术论坛”，
积极引导青年学者对当代中国美术理论建设的关切与参与。

显然，对建立什么样的中国当代美术理论的追寻，才是支
撑中国美术在新时代发展并形成自主发展道路的灵魂。更深
刻地说，这种自主道路开辟了西方现当代艺术之外的另一种
发展观与发展模式。毕竟，不同国家与民族都具有各自不同的
艺术史与发展轨迹，而艺术的终极价值并不都体现在艺术种
类的更替或表现形态的交变，而是更深层地体现在体裁、语
言、风格、流派所承载的历史兴衰与时代变迁。新时代视觉史
诗的书写、民生冷暖的关切，都极大地激活了艺术传统的当代
性转化，使艺术发展的秩序与格局发生了历史性整合。这是新
时代的美术史篇。

（作者系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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