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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1 月 28 日，由浙江省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中共台州市委宣传部共同指导，

浙江省美术家协会、台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浙江省油画院等联合主办的浙江文化艺

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大陈风华——台州大

陈岛主题美术创作作品展”（以下简称“大陈

岛主题作品展”）在杭州最葵园艺术中心隆

重开幕。本次展览以“大陈风华”为核心创

作主题，旨在通过艺术的语言深入探讨垦荒

精神在历史与当代语境中的多重维度。

展览不仅集中展示了艺术家如何以写

生和创作为手段，挖掘大陈岛的自然风光与

人文底蕴，而且试图在当代文化与历史记忆

的交汇点上重新诠释“垦荒”所蕴含的文化

价值。实际上，垦荒精神作为历史上的独特

标识，已经超越了其时代背景的局限，转变

为一种跨越时空的精神象征。此次“大陈岛

主题作品展”不仅是对垦荒历史的一次回

顾，也是对其精神内涵的一次创新性诠释。

通过艺术家的创作，我们得以见证这种精神

在面对现代社会环境变化和文化需求时，如

何展现出新的活力。展览旨在直面“人与自

然”“人与历史”“人与自我”三者关系的深刻

思考，展现了艺术创作如何在传承中实现创

新，并回应当下时代的文化议题。

对于美术创作和当代文化发展而言，

“大陈岛主题作品展”不仅是艺术创作的集

体展现，更是一场关于精神与文化的深入探

讨。无论是展览的定位，还是艺术家与学者

的多元化视角，均以开放的姿态回应了艺术

创作在时代发展中的使命与价值，使其成为

美术领域与文化实践中一个值得关注的探

索案例。

垦荒精神的历史与文化传承

本次创作展的开幕研讨会汇聚了二十

余位嘉宾，就垦荒精神的历史与文化传承、

基于此精神的艺术语言和创作探索以及创

作的集体性和时代使命等议题进行了深入

研讨，会议由台州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周坚勇主持。研讨会伊始，台州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陈永华向在座的各位艺术创作者分

享了他观展后的激动心情。他指出，在台州

的艺术创作主题中，大陈岛和垦荒精神是不

可回避的核心议题，这不仅因为其独特的自

然风光，更因为其深刻的历史脉络和精神内

涵。艺术家通过亲身体验和感受而创作出

的艺术作品，不仅是对垦荒历史的深刻理解

和艺术再现，也是垦荒精神得以持续传承和

发扬的生动实践。

从垦荒者的坚毅精神到现代化建设的

辉煌成就，大陈岛的故事不仅是区域历史的

缩影，更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文化象征。台州

市文联副主席、市美协主席林彬和浙江省中

国人物画研究会会长池沙鸿分别从个人的

在地经验出发，探讨了大陈岛在艺术创作中

的独特价值及其带来的精神感悟。林彬强

调，他已经连续三年在大陈岛进行写生创

作，这种长期的驻地实践使他逐渐深入到这

片土地的脉络之中。“在地”是理解大陈岛的

关键。作为创作者，深入自然与社会，真正

去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历史积淀，才能捕

捉到垦荒精神背后的深刻内涵。池沙鸿则

从更为个人化的视角，回忆了自己 1985 年

初次登上大陈岛的经历。他谈到那里的居

民给予他一种前所未有的亲切感，似乎人与

自然之间的关系在这里被拉近。他的艺术

语言由此开始转向一种更为质朴的表达，他

形容这种转变为“语言的选择和呈现”，这不

仅仅是技法的改变，更是创作态度的调整。

艺术语言与创作探索

在随后的研讨中，与会嘉宾就创作过程

中的经历和感受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围绕

“垦荒精神”这一核心主题，艺术家们从劳动

精神、自然感知、媒介实验等多个维度进行

探讨，共同研究艺术如何在传承历史的同

时，回应当代文化与时代需求。浙江省美协

副主席、秘书长王敏杰在发言中强调，绘画

创作应超越自然形态，构建更具精神深度的

作品。他借用哈里曼的观点，探讨了从物质

材料到形式语言再到主体精神的转化，指出

绘画不仅要记录自然，更要通过精神的升

华，体现民族精神。艺术创作应从写生开

始，但不应止步于此，要通过对自然的提炼，

构建具有文化深度的绘画语言。他引用习

近平总书记的话，强调艺术的精髓在于思想

的深度与高度，而不仅仅是技巧的精湛。艺

术家应通过创作传递民族精神，探索绘画的

更高层次，回应时代的文化诉求。浙江省美

协副主席骆献跃从艺术劳动与精神传承的

角度出发，强调艺术家的创作状态与垦荒者

的坚持有着本质的共通之处。他认为，艺术

创作是一种忘我的劳动，是文化建设与基础

建设的重要推动力。作品在凝练垦荒精神

的同时，也为当代语境中的文化表达提供了

新的路径。台州市美协副主席吴志猛则从

主题深化的角度，认为艺术不应止步于风景

描绘，而要捕捉时代的痕迹。他以“新老垦

荒者的足迹”为例，提出艺术创作需要在历

史与时代之间搭建桥梁，展现垦荒精神的延

续性。

自然感受在艺术语言中的表达也是本

次讨论的重要议题。原中国美院副院长白

仁海认为，大陈岛从历史到现代建设的转

变，为艺术家提供了叙事性与象征性的创

作素材。浙江省油画家协会副主席翁诞宪

则以“浪通门”台风波浪景象为例，探讨艺

术如何通过视觉语言转化自然的壮丽与力

量，赋予其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在创作

的表达方法层面，浙江省水彩画家协会主

席周崇涨通过“新岛民”与“旧精神”的对

比，讨论了不同媒介实践如何表现垦荒精

神的非物质性。他指出，人物形象在精神

表达中的作用，可以为艺术语言带来更多

实验性的可能。浙江油画院创研部主任孔

凡博强调，写生是创作的起点，而非终点。

真正的艺术创作需要艺术家超越视觉记

录，通过深入的感知和体悟，避免主题雷同

化，并找到自然与人类精神的交汇点。他

提出，自然场景对人类精神的改造，以及人

类精神对画面语言的再创造，是艺术语言

发展的核心动力。椒江区美协主席何峰补

充道，海与岛的意象在艺术家笔下象征了

一种超越具体形式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

既来源于写生的过程，也源自垦荒精神本

身为创作注入的哲学深度。

艺术家的创作通过“行走、生长、沉浸”

与土地建立关系，而这种关系最终转化为画

面中人与自然的互动。杭州画院副院长汪

文斌强调，艺术语言需要与时代紧密相连，

新的媒介与材料是艺术表达时代性的关键

所在。在强调时代性的基础之上，浙江省美

协副秘书长陶将将“垦荒精神”视为人文考

古的重要载体，认为文艺作品不仅是对过去

的致敬，更是对新时代精神的创造性表达。

写生作为艺术创作的基础，其意义被进一步

挖掘。

创作的集体性与时代使命

艺术创作不仅是一种个体表达的实践，

更是对时代精神的提炼和文化意义的重

构。中国文联副主席、浙江省文联主席许江

和浙江省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曹鸿在

发言中均强调了艺术创作在当前文化与社

会背景下的集体性和使命感，揭示了艺术如

何成为精神凝练和时代反思的重要媒介。

曹鸿强调，艺术创作应当聚焦于一个核

心点，将复杂的历史、文化与精神凝练为具

有时代意义的视觉表达。这种凝练不仅是

美术技巧的升华，更是精神价值的体现。她

特别提到，艺术家的劳作精神与忘我的投入

为年轻一代树立了榜样，艺术因此不只是个

体经验的记录，也是精神传承的媒介。正是

在这种凝聚力下，艺术成为了一种文化建设

的动力，与社会基础建设共同推动着垦荒精

神的传播。

许江则从创作方法与历史厚度的角度，

对艺术创作的时代性提出了进一步思考。

他提到“大陈岛的吸引力在于其近代历史的

革新”，并描述这种革新为“如何让荒岛活起

来的精神力”，这是对民族历史的一种离散

再建设，具有深厚的历史厚度。艺术家需要

在创作中通过激情与感受力赋予景观以精

神内涵，不应止步于写生，而应通过不断锤

炼语言与感受，实现从记录自然到表现时代

的转化，这种革新不仅是物质层面的，也是

文化与精神的双重建设。

本次开幕研讨会深入探讨了三个核心

命题：首先是垦荒精神在当代的深远意义，

它如何从历史的叙事中汲取力量，并在当下

的文化表达中得到延续与拓展；其次是写生

与创作之间的辩证关系，艺术家如何通过与

自然的身体力行对话与内心的感悟，完成从

单纯记录到创作升华的转化；最后是艺术语

言在跨媒介与跨文化语境中的广阔探索，展

现了垦荒精神的当代性、多样性和开放性。

这些思考和实践，不仅深化了对艺术创作的

理解，也为未来的创作路径提供了新的视角

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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