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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鉴

江流不尽 风流无已
——浅析中国国家画院“长江”主题美术创作

□徐 涟 李振伟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数千年

来，滚滚长江承载了古代文人墨客无尽的政治抱

负与诗思才情，也述说了丰富多彩、悠悠绵长的

家国故事；奔流不息的长江见证着过往历史的繁

华与萧寂，同时也与一代代才人共同描绘着壮美

画卷。因此，长江被赋予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

象征，历代以来，以长江为题材的诗词歌赋、图画

丹青不可胜数，这些物质与精神的文化遗产是我

们的宝贵财富。

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长江的面貌反

映社会的变迁。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推动长江

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

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沿

江调研考察，一次次深情眺望，一句句殷切叮

嘱，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作出了“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指引高质量发

展，推动长江文化繁荣兴盛。各地美术工作者

积极进行相关题材的创作，并取得了优异的成

果。值得瞩目的是，中国国家画院策划组织的

“守护好一江碧水——长江主题美术作品展”，

以130余件反映长江自然、历史、人文的美术作

品，描绘了长江沿线的沧桑巨变，彰显了长江文

化的历史风华，近期陆续在长江流域各省市如

南京、淮安、成都、重庆、长沙以及香港、广西桂

林、云南昆明等地巡展，可以看出，其影响辐射

范围不仅限于长江流域，更体现了当前时代和

文化背景之下，社会公众对于以“长江”为代表

的精神文化的传承与光大。

探究历史文脉 深入了解主题内涵

“守护好一江碧水——中国国家画院长江主

题美术作品展”项目从2022年开始筹划，邀请水

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同志为这次长江主题性

创作展览提供了选题框架，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

发展国家重大战略紧密相连，分为五个篇章逐一

展开。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守护好一江碧水”

嘱托的五周年之际，2023年 4月召开长江主题

创作的动员会，正式启动项目，特别邀请了文化

学者对于长江沿线的历史、经济、社会、水利、生

态等各个方面进行讲解。

在创作的选题文本方面，邀请中国社会科学

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的专家组设计并撰写了170

个长江主题创作的相关选题，内容涵盖人文历

史、自然风貌、工程建设、高质量发展、脱贫攻坚

以及三峡移民等，这些选题为之后的长江主题创

作提供了具体的指导、参考和建议。有了明确的

选题，以及对选题内容和内涵的深度探讨、挖掘，

艺术家的创作才会更加生动，才能更加打动观

众，这是中国国家画院多年来主题性美术创作积

累起来的宝贵经验。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作品的最终呈现如何

更加具体切题，如何避免创作手法的程式化，如

何把握创作主题的内核与外延，是对所有参与艺

术家的才情与水平的考验。具体到通过艺术作

品对长江流域的民俗、建筑、交通、环保等方面的

呈现，表现真正意义上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从社会学和家园、人居的角度来看长江的问题

等，仍是长江主题创作的难点和重点。

以写生带动创作 在实地考察中
激发灵感

浩荡奔涌的长江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华文明

史，无论是激流险滩还是如镜平波，都曾经照映

着往昔岁月的星空，长江东逝，留下的都是值得

品味的故事。江水两岸及其流域中的10多个

省市大片地区，无论是自然风光，还是人文历

史，无论是民俗文化，还是建设成就，其中有很

多重大事件可以详加表现。因此，为了深入了解

所要表现的题材，实地考察和采风写生是必不可

少的环节。

近年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成为文艺工

作者的自觉行动。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书斋

画室中的研究创作，代替不了真实生活的丰富生

动，对自然风光的临镜和感喟自可为创作增添不

一样的色彩。着眼于真实景观的社会和人民，作

品的境界也自然更加开阔，内涵表现也自然更加

深沉。中国国家画院在确定基本选题之后，便组

织艺术家以分组的方式深入长江沿线采风写生，

以期让艺术家对长江有更全面的认识与把握。

在为期七天的重庆写生采风中，中国国家画

院写生团一行走进重庆画院、重庆美术馆等调研

座谈，参观红岩村、白公馆等，进行主题教育现场

学习，并沿长江流域深入忠县、奉节、巫山等地进

行采风写生，足迹遍布皇华岛、石宝寨、白帝城、

瞿塘峡、三峡之巅、巫峡、神女峰等，领略高山峡

谷、大江奔流的恢宏气势以及长江流域深厚的文

化底蕴。如卢禹舜、赵卫、范扬、方向合作的巨幅

作品《三峡揽胜图》，以横构图表现长江三峡胜

景。画面中以泼辣的笔触描绘山石及树木，山体

巍峨高耸，远峰连绵起伏，江上升腾的云雾隐现

于山间峡谷之中，生动再现了三峡“重峦叠嶂，隐

天蔽日”的雄奇景观。画中前景山巅上，一柱巨

石突兀于青峰云霞之中，仿佛巫山神女亭亭玉

立、若有所思，在整体雄浑豪壮的氛围中，平添了

一种悠悠之情。而王跃奎的《高峡出平湖》、张桐

瑀的《峡江新歌》、陈树东的《西陵峡》、王辉的《夔

门》或泼墨、或重彩、或精谨细微、或雄浑豪放，都

以不同的表现手法和视角，描绘出艺术家眼中和

心中的三峡之景。

在湖北长江段采风中，考察团一行既感受到

长江、清江的碧波荡漾与山川峡谷的磅礴瑰丽，

更深入到大山深处，感受土家族、苗族、布依族

等民族的人文风俗和廪君文化的非遗传统，走

进博物馆采风访碑，获取启迪。其中，朱建翔的

版画作品《清晨的武汉》以黑白单色较为写实地

表现武汉长江大桥。画面中，江水横流，大桥飞

架，桥面上车水马龙，江对岸高楼林立，虽然不施

颜色，但能够感受到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勃

勃生机。

不能身临其境，便不会有此时此刻的现场

感，不会有切身的体验与感知。书斋和自然是两

种完全不同的创作环境，就摩崖石刻而言，山川

的雄阔、崖壁的险绝才能孕育出与之相应的书写

风格，摩崖石刻的古拙朴厚、奇逸险峻是沉浸在

书斋所不能书就的。书法作品曾翔的《神秘的恩

施》、王东声的“忽忆满眼”七言联，团糅的墨块、

跌宕的线条，显然更益于自然风物与刻石碑版的

启发，同时也散发出艺术家努力追寻的现代意

味。除了寻访自然风光、名胜古迹，当代的艺术

家创作还需要关注近现代长江的发展，最重要的

是，我们要守护好长江的清水，通过艺术作品表

现人与自然和谐共融的美好愿景。艺术家通过

采风写生，用心灵去感受长江之美，用画笔捕捉、

表现长江的波澜壮阔，这些作品成为传承长江文

化的重要见证，也为观众带来视觉上的享受和情

感上的共鸣。

开展理论研究 推动话语体系建构

优秀的艺术创作需要理论层面的提炼和升

华，深厚的理论研究也离不开对具体作品的鉴

评。因此历来的美术创作就与理论研究相互融

通、彼此成就。此次长江主题美术创作在京首展

开幕之后，即由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所组织

“现当代长江主题创作研究”的科研课题，对自古

以来以长江为主题的美术创作和本次长江主题

美术创作进行梳理研究。此后的几次巡展也在

各展区设有相关研讨会，探讨的话题不限于展览

本身，还着眼于当地长江文化题材的挖掘及文化

艺术生态的建设，力求通过长江主题美术创作，

找寻具有地方特色和时代风格的艺术风貌。

通过理论的剖析能更清晰地发现主题脉络，

也能够针对具体的问题深入探讨，甚至以学术争

鸣的方式，进一步建构话语体系。如西南大学美

术学院院长段运冬在《以长江的视觉表现助力现

代中华文明建设》一文中提到，将长江的视觉表

现纳入传统大国现代文化身份的塑造，生产能代

表当下国家形象的精品力作，以满足人民对美好

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是长江视觉表现关注的重

点之一。这是我们今天重新反思长江主题美术

创作、提升创作质量的价值前提。激活优秀传统

视觉因素，以自己的知觉，用新的美术语言和不

同的艺术媒介，挖掘和塑造长江精神，进而提升

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解与表现，应是当下美

术创作的重要责任与担当。苏州大学艺术学院

教授李超德则从“长江精神”“长江美学”的理论

追问及多元互动的传统山水美学的至臻境界切

入，进而讨论“长江美学”的新观念、新价值和新

境界。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夏燕靖通过个案作品

的研究，对百米长卷《长江春色图》探幽发微，认

为此图是将传统中国绘画与当代主题性创作结

合的优秀案例，同时也展现出具有时代特征的美

好图景，在审美感动中唤起对长江母亲河的情感

与记忆，激荡起对长江文明的敬意与憧憬。多场

学术研讨涉及长江主题创作的价值和意义，以及

当代主题性美术的创作路径、精神向度、语言风

格、叙事模式等，为新时代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提

供行之有效的方法论及彰明可依的学理性。

江流不尽，风流无已。长江日夜奔流不息，

我们对长江文脉和长江精神的追溯与呈现，也应

当是持续不断的。关于长江主题的图像和题材

的描绘，既是当代美术创作的一次创新发展，同

时也是可供后人研究的有意义的艺术史话。在

新的时代背景之下，书写新的长江文化、构筑新

的长江美学与精神，何尝不是另一种风流？

（作者徐涟系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研究员，

李振伟系《中国美术报》编辑部副主任）

纤夫（油画） 赵培智 作 三峡揽胜图（国画） 卢禹舜、赵卫、范扬、方向 作

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

路》展览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并深刻阐述

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

梦生动形象表达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理

想追求，昭示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

幸福的美好前景，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注入新的内涵和时代精神。从那

一天起，“中国梦”这三个字也在我的脑海

中挥之不去，激起了我强烈的绘画创作欲

望。我思索着如何以最佳的构图表现这一

宏大主题，我发现，单幅画很难准确、全面、

完整地表达我对这个主题的思考，数日之

中我弃稿无数，最终，油画长卷的想法如灵

光闪现，创作灵感有如泉涌，随之而来的便

是我漫长艰苦的创作探索。

历经11年，我终于创作完成了42米油

画长卷《中国记忆与中国梦》系列作品。这一

油画长卷系列由《百年沧桑》《万水千山》《血

肉长城》《复兴之路》四卷组成，其创作过程

是艰辛而难忘的。动笔那年，我已 70高龄，

而今我也成81岁的耄耋老人了。创作之初，

我一方面为自己的构思感到兴奋并满怀激

情，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这注定是一场耗

工巨大、耗时漫长的艺术探索的过程，我面

前似有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我在给自己制

定一个几乎不能完成的任务。我问自己：你

的能力、精力、体力够吗？你已经退休了，真

的还要做一件这么困难的事情吗？但是，我

的心中又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如果现在不

做，以后也许就再没有机会了。这个梦很长，

也让我百感交集。从动笔画草图那天起，我

就一直担心能否最终完成，因为除了创作的

难度之外，我还身患顽疾。创作期间，我因病

入院次数已多到记不清了，每次出院后，体

力稍有恢复，我便又站在画布前坚持创作。

之所以倾情于这部作品的创作，与我

的人生经历也有关。我毕业于北京电影学

院美术系，之后长期从事电影美术、导演和

编剧工作，电影思维很自然成为我构思美

术作品时的独特方式，当我竭力希望表达

“中国梦”这个博大主题时，中华民族的百

年苦难与辉煌奋斗的历程就像电影画面一

样在我脑海中不断浮现，我渴望用发自内

心的激情，用我的画笔倾情挥洒，刻画我熟

读的历史和心中景仰的人物。鉴于长卷构

思，作品就需要冲破传统绘画的焦点透视、

时空一律的束缚，形成油画长卷创作的独

特语言。电影镜头的运动感、空间的连续与

转换、蒙太奇的跳转与衔接，都融会成为我

的绘画语言，让作品中既有气势磅礴的宏

大场面，又有精致的细节处理，我将一切想

要表达的内容与情感都融入到统一而富有

变化的整体画面中。我试图让每一段历史

故事和历史人物都像一幅独立的情节性绘

画，而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事件和人物

的转换又必须处理得流畅自然，让人在视

觉上感到这就是一幅画。这始终是我创作

中需要解决的大课题，颇费了一番苦心，直

到作品创作完成并展出，当我收到了观众

真诚激动的反馈，才感到终有所获，庆幸自

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观众站在这一油画长卷面前，会感到

扑面而来的就是两个字“历史”。我们既为

中华悠久历史文化无比自豪，又为近代的

屈辱苦难仰天长叹。“历史是最好的教科

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历史是最好的老

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

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

我很欣慰留下了这幅长卷系列，我用

一个艺术家的初心完成了这幅作品的创

作，希望观者能通过画面中蕴含的思想情

感和所传达的艺术感染力去感受历史，启

迪思想，中华民族的奋斗史承载着民族的

精神和灵魂，希望它能永远激励着当代中

华儿女勇往直前，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系国家一级编剧、导演、画家，原
珠江电影制片公司总编室主任）

一个老画家的“中国梦”
□吴厚信

11月 24日，由浙江省美术家协会、浙江省油画院主办的

“山海神游——诗路浙江山水绘画台州主题展”在浙江台州书

画馆与观众见面。展览共展出许江、杨参军、翁诞宪、骆献跃、

丁设、孔凡博等全国艺术名家和台州本地的中青年艺术家林

彬、吴志猛、林智伟等人创作的132件油画、水彩画作品，集中

展现了艺术家在台州写生创作的成果，体现了他们对艺术和

生活关系的思考。展览将展出至11月30日。图为参展艺术

家许江的布面油画作品《展旗群峰》。

■创作谈

中国记忆与中国梦之百年沧桑（油画长卷局部） 吴厚信 作

白鹤滩水电站（版画） 墨建杰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