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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唐永明 5 月 21 日，习

近平总书记给中国美术馆的老专家老艺

术家回信。这是中国美术界振奋人心的

一件大事，立刻在美术界引起巨大的反

响。总书记虽然是给中国美术馆回的信，

但又何尝不是对中国美术界提出了殷殷

期望。

总书记的回信为新时代美术工作者

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为人民书

写、为时代立碑，以推动新时代美术创作、

创造新时代精神图像为己任，把展示优秀

的历史传统文化和展示新时代画卷相结

合，让美术成果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

的生活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推动艺

术从“高原”迈上“高峰”。

中国油画界迅速作出反应

于 5 月 26 日上午 10 点在杭州最葵园

艺术中心拉开帷幕的“历史的语言——第

五届中国油画双年展”正是对习近平总书

记给中国美术馆的回信的及时回应。本

次展览由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油画学会、

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最葵园艺

术中心、中国美术学院绘画艺术学院承

办，浙江省美术家协会、浙江省油画院、浙

江省油画家协会协办。

5 月 25 日下午，中国文联副主席、浙

江省文联主席、中国油画学会会长、本次

展览的总策展人之一许江为媒体进行了

导览，讲述了许多从策展思路到展览筹

备，以及作品背后的故事，为大家打开了

一扇窥视历史油画创作的大门，让我们从

中看到了高原、高峰，看到了历史赋予油

画家的责任、老一辈以及三代油画家对历

史的解读与刻画，和从他们作品中传递出

的浓浓的家国情怀。

许江表示：总书记的回信让我们大家

都非常振奋，中国美术馆“美在新时代”系

列展览的开幕式，我就在现场，我有幸代

表广大的艺术家向展览表示热烈的祝

贺。这次在最葵园举办的“历史的语言

——第五届中国油画双年展”正是在这

样的时间节点举办，其意义有三点，一是

总书记的回信对美术馆、美术界提出了

殷切期望，我们应该迅速作出反应。二

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

表 81 周年，中国的美术界遵循毛主席的

教导，正在不断地创造新成绩。这里有

几代人的学习和总结成果。第三是“第

五届中国油画双年展”在杭州开幕，正是

对总书记的指示作出的最及时最有效的

回应。

展览的策展理念

“中国油画双年展”自2012年起，已经

连续举办五届，分别以“在当代”“在场”

“在意”“语言之在”“历史的语言”为主题。

展览首站从遵义出发，第二站赴厦

门，第三站到北京。杭州作为展览的第四

站，但和前三站都不一样，有着特别的策

划。“历史的语言”，旨在从艺术语言历史

演变的角度，呈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

是新世纪以来创作出的重大题材油画作

品中遴选出极具代表性的精品力作，同时

展出创作背后的草图、习作，让大家了解

名作产生的过程。

本次展览汇集了 42 件代表性历史画

精品力作及其创作的相关珍贵手稿和草

图（部分复制），共 610 余幅作品。比较全

面、清晰地呈现出画家们在创作过程中主

题的构思、历史资料的收集、形象的写生、

主题的深化、艺术语言的选择与淬炼等饱

含历史关怀的艺术创作过程。

将新中国以来的部分重点历史画汇

拢在一起，聚焦这些历史画的草图素材，

进行历史画的语言研究。这种关于历史

画的语言梳理和学术研究，将百年回望

的历史叙事和历史关怀，推向文化振兴、

民族复兴的高度，越来越呈现其重要

意义。

这些作品中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如罗

中立的《父亲》、何红舟的《启航》等，也有

大家不是很熟悉的，“希望杭州的青少年、

共产党员以及其他观众都能够来看这个

展览，通过这个展览，来追怀我们的理想，

了解共和国的历史，同时了解共和国的美

术。”许江说到。

油画本体语言与历史的结合

本次展览分为“洗礼”“追远”“深构”

“绘演”“肖像”五大板块。其中，“洗礼”板

块聚焦这些创作和作者之间的开创性的

人生洗礼与塑造的意义；“追远”板块聚焦

这些创作的不同年代、不同方式的重绘和

积累，来揭示重大题材创作对于创作者人

生塑造的意义；“深构”板块聚焦创作的持

续的深度建构，突出特定创作与绘者人生

相伴相随的意义；“绘演”板块聚焦重大题

材创作的史诗剧场的绘演效果及绘者海

量草图汇聚产生的意义；“肖像”板块聚焦

重大题材绘画中的肖像处理，呈现其语言

谱系等。

这些历史画以草图素材的方式呈现

在展厅，我们能看到的是一个个人，是一

代代的艺术创作者们。詹建俊、全山石、

钟涵等老一辈艺术家，他们投身于大历史

的绘画与研究，将历史的磨砺转化为自我

生命的磨砺，进而升华为创造的磨砺，并

在这种使命的潜行中磨炼艺术的成长，实

现自我的价值。这些创作精品背后的草

图、素材正是这种自我磨砺、语言磨砺的

明证。

于此同时，观众在这里能够看到的不

仅是作为绘画对象的大历史，而且还有作

为历史画语言的成长历史。今天的创作

者如何追访历史？特定的历史题材如何

发显出更深的内在思想？透过这些第一

手的素材草图，我们能深切感受到一代代

创作者的艺术表现与兴发，感受到艺术创

作与生命成长之间情往兴答的深度和

强度。

本次展览带领我们重温新中国的绘

画史，使我们重新认识绘画与历史的关

系，重建历史绘画的语言结构，展览将历

史画语言研究的重要尺度，聚焦于创作者

和特定绘画之间的关系，以此来揭示其语

言特点和创作方法。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7月10日。

总书记给中国美术馆回信后的第五日
第五届中国油画双年展在杭作出切实回应

靳尚谊 走出边城——沈从文

100×80cm 布面油画 2022年

展览现场展览现场

何红舟 黄发祥 启航——中共一大会议 布面油彩 270×500cm 2009年

钟涵 望中犹记 晚潮明处 170×340cm 布面油画 2012年

闻立鹏 方志敏烈士

140×74cm 布面油彩 198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