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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旅美术篇

用画笔做枪，以丹青抒情。新中国
成立 70年来，军旅美术工作者始终以一
种激昂高亢的姿态用造型语言记录着国
家、军队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为人民
军队的发展壮大输入强大而持久的精神
与情感动力。那些有思想、有温度的精
品佳作绘就了集聚精神能量的视觉史
诗，凝铸起宏阔壮丽的时代坐标。

一

作为国家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
载体，70年来，军旅美术坚定传承红色
基因，不忘“姓军”“为兵”之本，坚持现
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贯彻艺术为人民服
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在美术创
作、理论批评、美术教育、对外交流等方
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

1957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
十周年纪念美术展览会”(即第一届全
军美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画创作
的大展示。全军美展绵延至今已经是
第 14届了。它从军旅美术创作的角度，
见证了新中国美术成长、调整、变革、发
展、繁荣的各个阶段，以美术作品描绘
和记录不同历史时期人民军队在党的
领导下为革命战争、社会建设以及改革
发展所作出的积极贡献。从艺术观念
到绘画语言以及创作技法，一届有一届
的特点与创新，始终不变的是高昂的爱
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一大批历经
岁月检验的“红色经典”美术作品，既凝
聚了美术家们深沉的家国情怀，也蕴含
着民族精神的伟大与庄严，如今成为一
个时代的图像标志，镌刻进民族记忆的
时光长廊中。

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军旅美术
已形成独特的绘画语言和艺术风格，逐
渐成为中国当代美术创作中一支重要
的力量。在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方
面，从“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
程展”“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
程”到“建党百年美术创作工程”，军旅
美术以自己特有的审美风格和表现手
法有力弘扬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展现
出军旅美术工作者的雄厚实力。

军旅美术创作最大的特点，就是重
视题材的意义，关注重大的历史与现实
主题，坚持现实主义的美术创作原则。
不论是宏大场面的再现还是细小事物
的刻画，没有无病呻吟, 画面上喷薄着
画家们的激情，色彩和墨韵之间流淌着
他们的家国情怀和英雄情结。

作为强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军
旅美术从军队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鲜
明的战斗特征，成为唤起民众、鼓舞斗
志、提振精神的重要艺术武器。这种红
色基因一直传承至今，铸就了军旅美术
这样一支艺术劲旅，在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塑形、引领中国当代美术主旋律
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

军旅美术创作的持续繁荣也促进
了军旅美术理论批评的发展。近年来，
军旅美术工作者除了倾心创作，也注意
总结经验、理性思辨、更新观念、探索规
律、创新路径，一大批优秀的理论批评
文章和著作的推出有效巩固了军旅美
术理论批评阵地，为军旅美术创作提供
了重要引导和有力支撑。

《中国人民解放军美术史》的编撰，
更是一项具有开拓性，同时也是填补空
白的重要收获。该书对军旅美术发展
历程中的重要美术事件、美术创作群
体、美术创作机构、美术创作活动、重要
美术作品及代表性美术家进行系统梳
理，以史实为主，兼有理论阐述。军旅
美术史的建构成型，必将对军旅美术的
未来发展产生借鉴和启示作用。

较之传统深厚的中国画和油画，军
旅连环画、宣传画、漫画的发展虽稍显
滞后，但作为一种特殊的宣传形式，在
直面军营现实、反映时代新质、塑造新
鲜形象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进入
21世纪，军旅美术工作者紧紧围绕“大
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和系
列主题教育活动，创作了许多富有时代
性的作品。这些作品在战斗精神动员、
鼓舞官兵士气、加强思想教育以及促进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公民国防
教育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
用。

三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军旅美术在题
材内容、创作理念、技巧方法、审美风格
等方面也形成了自身的传统和特质。
新中国成立初期，美术创作大多集中在
歌颂新生活、赞美建设者的主题上，这
时期的军旅美术积极发挥宣传、教育和
引导功能，将艺术家的个体感怀与国家
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聚焦革命
战争题材，以情节性造型震撼人心，专
注人物精神的表现，使新中国军旅美术
创作具有了史诗的品格。

改革开放以来，军旅美术发展开启
了崭新篇章。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洪流，
军旅美术创作自觉寻求对概念化和模
式化的突破，注重回归艺术语言的本
体，探索表达军事生活中的人性光芒和
精神光彩；进入 20世纪 90年代，军事题

材创作的表现形式和媒介材料也越来
越多样化，由较为单一的现实主义的表
现模式向创作手法、形式风格与题材内
容上的多元化拓展，呈现出具有探索性
和创新性的艺术新气象，涌现出大量充
盈个性风格和饱满情感的精品力作。

进入 21世纪，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坚定文化自信、建构国家形象，以革
命历史题材为中心的主题性美术创作
成为美术界关注的焦点。全军美术工
作者在习近平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聚焦强军兴军
伟大实践，关注新军事革命潮动，描摹
当代军人新风采，以丰富的造型手段和
强有力的表现方式，展现军人“敢打必
胜”的血性豪情。

近年来的军旅美术创作形成了现
实主义与理想精神共振、雄强阳刚之美
与强化细节塑造有机融合等特点。首
先，爱国主义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作为
创作的主旋律，构成了军旅美术的精神
骨架和风格底色；其次，坚持“为兵服
务”的创作方向。军旅美术工作者自觉
到边防、海岛和基层官兵中去写生和体
验生活，极大丰富了创作素材，强化了
作品的“军味”“兵味”“战味”。很多作
品以独特的视角，展现出士兵们在训练
场上的矫健英姿，反映了当下军营环境
和火热的训练状态；再次，艺术语言更
加丰富，样式更加新颖，在“当代性”转
化中更加从容自如。作为新兴艺术类
型，装置艺术、影像艺术、数字媒体艺术
等美术新样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军旅
美术创作中，极大拓展了军事美术的内
涵与外延，在视觉感受与精神感染两个
方面，进一步强化了主旋律美术创作的
表现深度和力度，亦使得军旅美术作品
在彰显军事美学特征、风格趣向与精神
主旨等方面发生了新的变化，更加灵活
多样且有力有效地展现出大国军队的
精神气质，描绘出新时代军队和军人的
崭新风貌。

时代坐标与精神史诗
■刘 红

70 年来，伴随人民军队建设与发
展的步伐，新中国军旅美术描绘出波澜
壮阔的时代画卷。围绕“和平”主题，
也涌现出大量作品，构成了人民军队保
卫和平、珍爱和平、守护和平的视觉见
证。

新中国的成立，壮大了世界和平。
以宣传画《保卫和平，保卫祖国》（郎
卓红）为代表的众多作品，围绕“保卫
和平”进行创作。这些作品紧跟形势的
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具有鲜明的感召性
和普及性，具有显著的民族化、大众化
的审美特征，作品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
和强烈的传播效果。
“保家卫国”与“社会主义建设”

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军旅美术创作的两个
重要主题。如《鸭绿江》（郑洪流）就
是一幅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
场的史诗性油画。画家曾亲历了抗美援
朝战争，并在前线负过伤。他以饱含激
情的笔触与色彩，结合真切的战争体验
与战场生活，成功塑造了一群誓死保卫
和平的民族英豪形象。《工程列车》（张
文新）展现了一代建设者的精神风貌和
理想追求。作者着力刻画了一位身着旧
军装、斜依在车厢边的年轻人。从他沉
静的神态和他热烈的眼神里，人们既能
感受到刚刚熄灭的战火硝烟，又能想见
未来的建设热潮。在这个青年转业军人
身上，凝聚着火红年代的经典形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军旅美术历经
反思、调整、转型的过程，逐步确立了
自身位置，找到了独特的文化定位和发
展路径。军旅美术创作在坚守现实主义
风格基础上，以开放的思路和多元的探
索，拓展了发展空间。全军美展成为汇
聚和展示军旅美术的重要平台。军旅美
术工作者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位来探讨
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以“珍爱和平”为
主题的大量画作，在思想深度、文化广
度与表达力度方面，取得了与时俱进的
推进与发展。
《士兵们》（秦文清）、《架线连的早

餐》（邵亚川）、《向日葵》（陈钰铭）、
《小分队》（邢俊勤）、《海洋深处的早
餐》（周武发）、《骄阳》（张姝） 等作
品，通过对士兵日常状态的真实把握和
精准传达，体现了沐浴在和平阳光下士
兵的阳刚气质和英雄情怀。《祖国永远
怀念你们》（高虹）、《噩梦》（崔开
玺）、《途中》（尚丁）、《一把椅子和一
位战争幸存者的肖像》（袁正阳）等作
品，以深邃的眼光和独特的角度，反映
了战争环境中人们对和平的渴望和珍
惜。
“安享和平是人民之福，保卫和平

是人民军队之责”成为许多重要展览充
分展示与弘扬的主题。如“祖国在我心
中”“抗洪英雄赞美展”“心系汶川”等
大型美术专题展，全方位地表现了在国
家和人民危难之时，我军广大指战员为
祖国安宁、人民幸福而做出的奉献和牺
牲。《小雨》（窦鸿）、《筑》（任惠中）、
《洪峰过后》（王界山）、《生死挺进》
（苗再新）、《生命的最后定格》（熊家
海）、《2008·北川》（骆根兴） 等作
品，通过对抢险救灾一线艰苦环境和动
人形象的倾心刻画，反映了新一代士兵
无怨无悔的精神境界和昂扬英姿。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军美术工作者
根植军营厚土，融入时代洪流，以理想
信念、责任意识和英雄情怀浸润创作。
他们以丰富的造型手段和强有力的表现
方式，诠释、宣传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
标。涌现出一批深刻展现我军履行新任
务、新使命、新风采的优秀作品。其中
以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内容
的作品，成为军旅美术创作的一个新亮
点。它们聚焦“守护和平”的主题，塑
造出人民军队坚决捍卫和平的时代新形

象。
《锋时代·预备》（李连志）、《梦》

（张凯桐）等作品，反映出当代军人的
坚定理想信念、旺盛战斗意志，形象地
展现了我军建设和维护世界和平的生动
风貌；《大国工程》（高维州）、《南海飞
虹》（王睿）等作品，则反映了中国军
队维护国家和平与主权的决心和能力。
如《南海、南海！》（李翔）以一个充满
震撼力的士兵肖像，形象地诠释了“撼
山易，撼解放军难”的坚定信念和磅礴
气势。

随着我军职能使命的不断拓展和
延伸，我军参与国际地区和安全领域
事务成为一项常态化的军事行动。近
年来的军旅美术创作在树立我军“爱
和平、重合作、负责任”的大国风范
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努力。如
《砺剑亚丁湾》（陈琳） 展现了中国海
军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时的胆识和能
力，《和平行动》（蔡循生）、《回家》
（方恩达、曾小红）彰显出中国军队维
护世界和平稳定的承诺和能力，《援非
医疗队》（张小磊），以充满友爱的和
谐场景再现了中国维和医疗队在非洲
救死扶伤的感人事迹。

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中
国军队永远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强
大力量。努力塑造我军“和平之师”的
艺术形象，塑造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的视
觉见证，是军旅美术工作者的使命责任
和光荣任务。任重道远，前景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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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李老师好，全军美展已经是第14

届了，今年又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您觉

得这次全军美展有什么特色？相比往届，有

哪些新意？

李翔：全军美展从 1957 年“中国人民
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美术展览会”（即
第一届全军美展） 迄今已经是第 14 届。在
近几届全军美展中，我们看到军旅美术工
作者辛勤努力的成果：一方面，新的题材
和形式被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军旅美术
也遵照自身的艺术规律有了全新的发展。

从艺术表现手法到绘画语言以及
技法，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 发展趋势。今年的全军美展相较往届有四

个突出的特点。一是题材丰富。从内容
看，既有表现我军浴血奋战的革命历史题
材作品，也有反映强军兴军火热实践的现
实题材作品，还有各种反映国防建设、科
技进步以及军民鱼水之情的作品。二是作
品形式多样，风格多变。259 幅作品涵盖国
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宣传画、
连环画、装置、实验艺术等多个门类，动
漫、剪纸等表现形式都是往届鲜有的，且
创作质量有明显提升。三是青年创作力量
突出，在 60 件评选出的优秀作品中，其作
者有大半都是后起之秀。四是评选机制更

加公正，此次展览的评选专家组成人员，
都是由中国美协从专家库随机挑选出来
的，来自全国各地。

整体来看，就是新人多了，作品的军味
兵味战味更浓了。这些年轻的作者都是强军
兴军的见证者、参与者，在现实题材创作上
更有优势。所以大家看到的这些具有军营生
活气息的作品都是他们深入基层、深入生活
有感而发创作的。军旅美术抓住了这一点才
能保持旺盛的艺术活力。

记者：进入新时代，军旅美术聚焦强军

兴军的伟大实践，塑造“四有”新时代革命

军人的崭新形象，反映练兵备战的新生活，

在思想、题材、生活、审美等诸多方面都呈

现出新的面貌和气象，您认为军旅美术在强

军新时代应有怎样的定位和作为？

李翔：在新时代，军旅美术工作者要坚
定地站在时代最前沿，关注现实，关注生
活，把对艺术本体问题的探索揉进创作中，
用正能量的作品滋养陶冶官兵心灵，鼓舞士
气，熔铸军魂。同时要坚守文化传统，坚持
文化自信，放眼世界，锐意创新，要用饱满
的激情和不断创新的艺术形式表现军营现实
生活、浓墨重彩地描绘新时代军队的变化和
军人的精神风貌，彰显民族精神。

记者：这次美展的作品形式非常多

样，亦有新材料、新媒体的运用。按照一

般的观念，军旅美术似乎都是比较传统、

稳健的，您认为进入新时代的军旅美术是

否也需要在观念、形式、技巧层面有新的

突破和创新？

李翔：军旅美术要创新形式，不要重复
别人，不要抄袭别人。这是我们军旅美术工
作这么多年来一直强调的。新时代、新风
貌、新艺术，在这届全军美展上表现得更为
显著，不仅仅体现在展览的主题上，也更加
具体地体现在每一位艺术家的每一件作品
中。当然，近年来我军武器装备的更新速度
不断加快，不仅让全国人民振奋，也让美术
工作者找到新的创作题材。新的技术、新的
装备、新的观念要求创作者与时俱进，对艺
术形式和艺术语言进行相应的调整。无论是
中国画、油画，还是版画、雕塑等，需要面
对新的课题，总结新的经验而不是用既有艺
术语言直接与之简单对应。

应该看到，新世纪以来，虽然军旅美术
呈现出丰富繁荣的态势，但是，与时代要求
和发展目标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军旅美术如
何从“高原”迈向“高峰”？只有一条路，那
就是用正能量、高水平、思想精深、技艺精
湛的作品累积叠加起来。

重彩描摹军营新画卷
——对话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军旅画家李翔

■本报记者 傅 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