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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全国优秀美术、书法篆刻和摄影三大展览连展3个月：

强大阵容 最新创作

在视觉盛宴中展现时代精神
如果你想看到规模空前的“大展方阵”，如果你

想通过扫码就把艺术带回家，如果你想亲身感受一

场学术性与趣味性兼具的艺术体验活动，就来上海

中华艺术宫吧。5 月 21 日，展现近年来美术、书法篆

刻和摄影几大艺术形态最新创作成果的三个国家

级专业展览同时在中华艺术宫开幕。“近 1200 件作

品、2万平方米的展示空间、长达 4000米的展线，对于

观众的体力和脑力都是考验。但这是一场让人身心

愉悦的视觉盛宴，随处都能邂逅富有魅力的作品。”

中华艺术宫执行馆长李磊如此推介。

展现新时代

打开艺术创作的大门

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开幕舞剧《永不消逝的电

波》在朋友圈里的“电波”回响仍在，“十二艺节”开幕

次日，由文化和旅游部、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全国

优秀书法篆刻作品展览和全国优秀摄影作品展览也

与广大观众正式见面。步入展厅，可以直观感受到

视觉艺术在本届中国艺术节中得到的充分展现，展

览参展作者覆盖全国 31个省区市和港澳台地区。在

前两届的基础上，本届完整确立了全国优秀美术作

品展览、全国优秀书法篆刻作品展览、全国优秀摄影

作品展览的中国艺术节展览整体格局。展览不评

奖，而是突出呈现艺术家的最新优秀成果，并使这些

优秀成果更广泛地惠及人民群众，以艺术的形式向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献礼，向人民汇报。

三个展览虽然各自相对独立，却用不同的艺术

形式阐述同一主题，充分体现了广大美术、书法篆

刻、摄影工作者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浓墨

重彩抒写时代、记录时代的蓬勃实践。展览在为观

众带来丰富的视觉体验的同时，也展现出美术、书法

篆刻、摄影创作主旋律更加响亮、创作活力更加强

劲、人才队伍更加壮大、创作生态进一步优化的繁荣

局面和良好态势。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

协会主席范迪安表示，“十二艺节”组委会本着优中

选优、宁缺毋滥的原则，严格评审程序、严格评审标

准，确保了国家级专业展览的权威性、导向性和示范

性。得益于中华艺术宫超大面积和超高层高的优越

展示条件，只要参展者拿得出好作品，都能容得下，

可以说，为艺术创作“打开了大门”。

大展最让人眼前一亮的，莫过于现实题材创作

的集结亮相。许多作品都聚焦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现实题材，生动呈现了精准扶贫、

生态保护、互联网发展、科技进步、民生改善等方方

面面的发展和成就。通过不同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语

言，记录、书写、讴歌了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中国故事和中国精神。“不仅仅

体现了中国气派和正能量，而且还很贴近群众，尤其

贴近人民的生活，是这次展览最大的特点。整个展

览无论从何种角度，都特别可观，值得深读。”展览艺

委会委员、北京画院副院长吴洪亮说。

美术展览：

现实题材彰显时代精神和文化自信

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部分共展出作品 610件，

包含中国画 206 件、油画 147 件、版画 108 件、水彩

（粉）画 63 件、雕塑 86 件。值得一提的是，主办方特

别将文化和旅游部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第一批

38 件优秀作品和上海“时代风采”主题美术创作部分

优秀作品纳入展览。

例如李传真创作的中国画《夕阳欢歌》，画家选取

了老人们每天在养老院练歌房唱歌的场景，满头银发

的老人个个神采奕奕、干净利索，营造出一幅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的美好场景。李前创作的《支部建在楼上》，则

是一幅描绘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党建工作纪实的油

画作品。画面以青年人为主的党小组生活会议为基

础，刻画了一群充满自信、乐观向上的青年党小组形

象。李前告诉记者，在创作前，他就经常到上海陆家嘴

的金融贸易区，仔细观察年轻人工作的环境、精神状态

以及着装特点，深入调查了他们党建生活的内容，最终

定下了主题。从构思到完成近 10个月，以真实的刻画

表现出了新时代青年人的精神风采。

王超创作的版画《秀美家园、悠悠乡思》采用木

版水印的方式，描绘地处江南的生态文化村和新兴

特色产业小镇，表现新型城镇与自然和谐相处。申

红飚创作的雕塑作品《乌兰牧骑》表现了乌兰牧骑演

员们送戏下乡的生动场景，富有强烈的民族特色和

时代特点。吴长江创作的水彩《夏吾才让夫妻》是在

草原现场完成的写生作品，画家用这对平凡夫妇的

肖像，传达他对人民的尊重和热爱，表达对生命的敬

畏和颂赞。

从表现手法来看，艺术家并不只是表现现实图

像，也注重表达自己的心理感受。中国美术家协会

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特别指出，中青年艺

术家作品与过去老艺术家作品拉开了距离，他们并

没有沉浸在过去固有的艺术表现模式和艺术思想

中，而是有自己独特的艺术标记。“从作品中体现的

中国元素、中国精神来看，逐渐有了鲜明的文化自

信，艺术家从根本上发展了中华美学。”他说。

书法篆刻展览：

接续传统文脉 侧重当代审美

书法和篆刻作品是第二次亮相中国艺术节。此

次展出的 249 件书法作品和 70 件篆刻作品中，有一

部分是特别邀请艺术家为展览专门创作的新作，包

括古今诗文以及《习近平用典》等内容。展陈设计充

分体现书法、篆刻艺术的特点，又彰显新颖、独特的

格调，各种书体的作品在展厅中相呼相应，大幅小幅

的作品错落相间，充分展现了中国书法、篆刻艺术在

当代传承、创新和发展的优秀成果。

展览艺委会委员、中国书协副主席刘洪彪将书

法部分的特点概括为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书斋

文化和展厅艺术相结合。他认为，大部分参展书家

选择历代经典诗文和自作诗文为创作内容，一方面

展示了当代书法艺术继承弘扬 3600 余年的书法传

统，另一方面塑造了新时代的书法形象、书法精神。

在展厅呈现上，书法部分打造了一个独特的具

有立体感、节奏性、震撼力的展览现场。“大家都知道

中国书法有几千年的传统，体现了一种书斋文化，就

是文人在自己的书斋写诗记事，这些书写被流传下

来成为经典。但是，书法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再将实

用功能放在第一位，所以在继续发展过程中必须转

换它的社会功用和生存环境。此次展览将书斋文化

和展厅艺术相结合，更侧重当代审美性，形成了具有

示范性和启示意义的书法展陈模式。”刘洪彪说。

步入篆刻展厅，可以看到不少篆刻家都选择将

《习近平用典》中的句子作为创作内容，比如“德不孤

必有邻”“行天下之大道”“修身”等。也有一些篆刻

家刻制讴歌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和其它新诗句、名言

警句的，表现了新时代的主旋律，充分体现出当代艺

术家的家国情怀。

“每个入选的篆刻家都非常有代表性，千人千

面，特点鲜明，这是此次展览篆刻部分非常重要的一

个特点。”展览艺委会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艺

术院院长骆芃芃表示，因为是国家艺术节，所以本次

展览篆刻作品风格多样，没有一家之言、没有门户之

见、没有个人好恶，传统的、前卫的、与时俱进的印章

风格和样式样样都有。另外，展览布置和展陈设计

也优于前届。本届展陈设计采用了统一（无论内页

大小）大小镜框的设计，使展品在展厅中显得疏朗、

整齐，便于观众参观。同时还展出了原石作品，让观

众更加直观地看到作品载体和技法上的特征，拉近

了观众的欣赏距离。

摄影展览：

用新影像传达时代的温度和力量

与美术、书法篆刻部分一样，此次全国优秀摄影

作品展览也是紧扣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的主题，通过征集、组稿和邀请等多种方式，汇聚了

摄影作品 270件（组）。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的摄影

工作者和爱好者，以不知疲倦的脚力、独特的眼力、

涌动的脑力和新颖的视觉化比例来面对新时代、新

生活，不断提升摄影原创力，创造出了一批又一批优

秀作品。

展览艺委会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摄影艺术研

究所所长李树峰介绍，摄影作品线下约稿分五个主

题，分别是“复兴新征程”“强军新篇章”“奋斗新风

采”“幸福新天地”“美景新生活”。“我们力争做到真

实性与艺术性相结合，文献性与欣赏性相交融。这

些作品展示了近年来广大摄影工作者创造的新影

像，这些新影像从观点、视角、手法、形式，多方面呈

现了摄影艺术的发展。”

摄影家解海龙以为希望工程拍摄《大眼睛》为

人所熟知，他告诉记者，摄影虽然是瞬间艺术，但

其实对于摄影家来说，需要长时期的思考、创作和

拍摄。

展览中不少军事题材摄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驻港部队的英姿，朱日和训练基地陆军编队、坦

克方队的风采，中国赴黎巴嫩维和部队官兵出发前

的会心微笑……也有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下来的，人

们切身感受得到的变化，比如，一幅《崛起》用 20多张

拼接在一起的照片，忠实记录下环球金融中心一点

点筑起的全过程。“现在的摄影作品要有温度、有力

量，关注社会民生，我们时刻用镜头记录，希望让大

家看到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情绪，从这些小处去了解

当下的时代，领悟一些东西。”

综观整个展场，不管是从作品内容还是展呈设

计，都透露出高超的艺术水准和浓郁的时代气息。

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作品能够看到背后审美本体与

艺术和人的关系。实际上，当代的艺术家是在时代

中创造优秀作品，优秀作品又反过来给这个时代的

人以影响和感动。

3 个月的展期在国家级的专业展览中并不多见。

为了让观众能够在偌大的中华艺术宫直奔“十二艺

节”系列展览，馆内特别设置了专门的通道与清晰的

导引牌，并开通 24小时服务热线。李磊介绍，展览举

办期间，每周将安排至少两场名家讲座，并在网上直

播，此外还有形式多样的市民体验活动和公教专

场。这将使更多观众享受到艺术发展的成果，展览

的社会效益也将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

小学生在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现场临摹美术作品 本报记者 卢旭 摄

全国优秀书法篆刻作品展览现场 本报记者 李亦奕 摄

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现场 本报记者 卢旭 摄

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现场 本报记者 施晓琴 摄 全国优秀摄影作品展览现场 本报记者 卢旭 摄 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现场 本报记者 卢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