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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下午，以“全国美展与新时代美术发展”为主题的学术研讨

会在中国美术馆七层学术报告厅召开，中国美协秘书长王平主持会议。

中国美协主席范迪安，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马锋

辉，中国美协副主席、四川美院原院长庞茂琨，广州美院党委书记、美

协副主席林蓝，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中国美协副主席刘万鸣，中国美

协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尚辉，中国画艺委员会副主任陈孟昕，版画艺

委会主任宋光智，老艺术家代表代大权，中央美院科研处处长于洋，

西安美院院长、综合材料绘画艺委会主任朱尽晖，壁画艺委会主任王

颖生，陶瓷艺委会主任白明，连环画艺委副主任邹立颖，漆画艺委会

汤志义，中国国家画院理论所所长陈明，美术杂志副主编盛葳，深圳

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展区组委会领导、水彩画艺委会副主任梁宇，漆画

艺委会主任陈金华，中国美术馆展览部主任邵晓峰，中国美协环境设

计艺委会秘书长王国彬，及艺术家李前、罗玉鑫等专家齐聚一堂，全

面梳理和研究全国美展取得的创作成果，总结新时代美术生产机制

经验，进一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美术话语体系，推动新时代中国美

术创作高质量发展。

全国美展何以回答时代之问
——专家解读第十四届全国美展

面对当下的美术创作与美术展览，

如果我们以“主干道”和“立交桥”两个层

面来看，以全国美术展览为代表的国家

美术展示平台无疑首先是这条“主干

道”，它所呈现的是姿态、价值和范畴，是

国家视角、共鸣诉求和家国主题的视觉

叙事，这也决定了全国美展的底色。

第十四届全国美展的13个展区，我

参加了其中 7 个分展区的开幕和研讨，

对整个全国美展中架上绘画包括壁画、

漆画、年连宣等门类作品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深刻感受到美展呈现出“立交桥”

的多元互补、并行不悖的特质。从这些

作品的题材、风格和面貌上来看，第十四

届全国美展代表着近五年中国美术最高

水平的检阅。特别是在本届全国美展中

国画展区，既让我们看到以本土绘画手

法进行中国式叙事的多种样态，又呈现

了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在新时代的成就

与新貌。以中国画展区为例，主要感受

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主题表达和艺术语汇上，呈

现为以传统的中国画语言对于新质生产

力和新时代社会生活的拓新表达。尤其

是作品汇总到中国美术馆后综合来看，

以艺术本体语言来表现大国重器、日常

生活、乡村生活、都市语境这些题材的作

品，比前几年或者比前几届在作品的面

貌上、生动度上有所提升。如何以小切

口进入到图像表达，这也是前面几届艺

术家积累起来的经验。这次展览里，从

工笔画作品到带有写意性笔墨表达的作

品，我们都可以看到，中青年的艺术家也

不想做重复的创作，虽然拓新有很大的

难度，但他们在努力探索。如陈治、武欣

的《少年强》以工笔人物画的语言，表现

体校训练馆中一群举重少年日常训练的

热烈场景，扎实生动的人物造型，和工笔

重彩艺术清整简洁的画面结构，连同对

于青少年群体侧面形象的清新展现，都

是作者上届美展作品风格语言的有机延

续；李传珍、吴筱蘅的《暖》则以城市农民

工劳动者与家属在工棚中聚餐时视频连

线子女的瞬间描绘，巧妙呈现了为城市

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劳动者们，在日常

生活中浓浓的温暖亲情，鲜艳的色块、概

括的轮廓线和画面中诸多耐人寻味的细

节表现，都强化了这一主题的深度。

其二，在形神关系和图像范畴上呈现

出图像的精致化和中国画本体的兼容性，

当然也由此呈现出二者的矛盾。当然仍

会有些作品存在“画照片”、有“AI味”的现

象，而如何在图像时代来抵御或者是内

化、消化媒体图像对于美术创作、对于架

上绘画雕塑的影响，是摆在今天美术家面

前的新的课题。事实上，传统画论围绕形

和意的关系的讨论已经有很多精彩的表

述。如何摆脱因为“形”的过于拘泥而忽

略对“意”的深化，这也是很多作品聚焦的

课题。像这次的展览作品罗玉鑫的《休戚

与共》中，作者把传统工笔画那种翎毛走

兽的画法和带有现代构成意识的影像感

的现代图式相结合，呈现了极地冰原上的

北极熊的一家和海水中的鲸鱼生灵的图

像，那种美好的幻想像童话般的表达给我

们耳目一新的感觉。

其三，在构图语汇和形式语言上，呈

现出构成性的图式语言和图像图景的更

新和拓展。与以往一样，因展览中国画

作品征稿规定作品装框后最长边尺寸不

超过 240 厘米的尺幅上限，很多作品选

择以最大尺寸的方构图、满构图，来实现

视觉冲击力的最大可能，也有很多作品

采用了九宫格、黄金分割、摆画阵的方式

来改变和呈现，这都是在图式上的新的

拓展。如张静的《中国速度·动感号》以

红白蓝色条平行掩映的明快色调，与纵

向划过的斑驳机理相配合，象征性地呈

现了动车组列在时空中高速穿梭的场

景；杨文森的《晨晖行动》以晨曦中海平

面上空军伞兵训练的一幕为表现主题，

诗意地展现了人民空军为守护祖国的蓝

天、保卫美好家园所做出的艰苦奉献。

其四，在媒介形式和画面样式上呈现

为媒介材料的创新、拓展和笔墨范式边界

反思构成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在这点上，

这次展览也将很多带有实验性和图像新

意的作品选进来，如郝世明、傅云的《茂

远》将中国绘画传统画法中的双勾线进行

繁复而富有秩序美感的叠压组合，形成意

象化的山水、草木形态，巧妙融合传统与

当代、东方与西方、抽象与具象的审美意

趣；路璨的《奏鸣曲》将黑白影像质感的水

墨呈现，融于交响乐团钢琴、大提琴、小提

琴、手风琴演奏场景的节奏与韵律之中，

以灰度色调的微妙色阶呈现出黑白纵横、

直线与弧线的视角交响。

其五，在对于写意精神的着意追寻

上，体现在有意强化关注的“写意”和客

观上写意精神的缺失与转换。靳尚谊先

生在中央美院毕业展上谈到了写意话

题，本届全国美展也在作品遴选上有意

强化对写意作品的关注。如申卉芪的

《小兄弟》以富有“壮气”和个性张力的笔

墨造型，生动描绘了七个少年小伙伴活

力四射、青春洋溢的身姿，率性挥洒的写

意线条，充分释放了笔墨的书写性活力，

人物群像的大尺幅呈现也在某种程度上

强化与升华了当代水墨人物画的视觉表

现力；杨星空的《丰收》以传统写意花卉

的画法表现西北地区与天相接的大片棉

田，画面中留白的棉朵巧妙呈现了中国

写意绘画的特色，实与虚、满与空、黑与

白的对比与转化，也有力强化了主题

呈现。

本届美展的中国画展区为我们带来

了很多富有学术性的建构和启示，当然

也有很多指向未来发展的思考，比如说

近五年来的中国画体现出哪些新中国画

笔墨语言的本体性？中国画创作和文化

形态核心的主旨的写意精神在今天如何

拓展？还有图像时代和融媒体时代的中

国画在当下正遇到哪些亟待解决的攻坚

难题？这些都是这次美展凸显反映出来

的问题。整体看下来，不同展区有几点

相通的感受：

第一，在图式上还是有趋同的现象，

同样一个图式套用到国版油水彩、壁画、

漆画可能表现的图像没有更大的差别，

而是图式图像的套用，也体现出各个画

种的本体语言的深掘程度还有待提高和

挖深。

第二，面对这些表现手法丰富多元、

各具特色的中国画新作佳作，与其说我

们在展厅中寻找笔墨，不如说在寻找画

意；与其说我们在作品中探寻创新，不如

说是在发现时代。或者可以说，我们实

际上是在发现那些作品中，隐秘蕴涵在

画作中的时代精神。

第三，这次美展还是有很多作品在

不断地寻找时代新意，今天我们强调新

时代的新经典，如果从未来学的视角，多

年以后我们看到这些作品还能辨认出是

21世纪20年代的作品，真正属于这个时

代，而不是其他时期的作品，就是这个时

代创作的成功与贡献。我想，这也是全

国美展作为风向标和加油站的导向价值

与时代意义。

全国美展作为风向标和加油站的意义
■于洋（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科研处处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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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题文字据第十四届全国美展进京展学术研讨会发言内容整理，并经作者审阅。采访整理人：叶芳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