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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 2021 年度关键词是“选题”。因

为，把选题做好是我一年最有压力的工

作。当然，自从在《美术观察》主持“热点述

评”这个以选题获得影响力的栏目以来，

“选题”可以成为我每个年度的关键词。但

是每一年、每一期的选题不可复制，对具体

话题调研、策划、商讨、实施的经历不可复

制，所以，2021年的选题感受也不可复制。

它涉及这一年我关注到的领域、对某些问

题的思考、经由不同艺术家或学者开启的

新视野、收获的反馈和反思。关键是，今年

还有来自集体荣誉的鼓励：《美术观察》在

2021 年三季度 CSSCI 源刊公众号阅读榜

（人文学科类）名列第六。

《美术观察》2021 年的选题方向有国

漫、国货、城市雕塑、图像数据库、乡村美术

馆、中国画学体系、红色美术、书法史研究、

美术史方法论、大运河、美术制度和美术策

展。我们希望一年 12 个话题涵盖的专业

面尽可能广，其中对美术史论研究现状和

突出问题的关注是重点，及时捕捉美术界

出现的新现象、新话题。讨论某个专业的

问题时，倾向于选择公众更为关心的方面

去策划。选题之间，我们也有意保持一种

适合读者阅读和消化的节奏。比如相对抽

象的图像数据库分析之后是更为直观的乡

村美术馆选题，对美术史写作方法论展开

严肃而带有批判性的讨论后，紧接着推出

让人能在脑海中浮现无数繁华与诗意景象

的大运河选题。还有一些选题是为了这一

年重要的事件而策划。2021年 7月正逢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们在第7期推出

“红色美术创作与研究”，借这一重要契机，

红色美术获得了远超以往的关注度，其创

作和研究两个层面的当前状态通过文章被

显现出来，破除了人们对红色美术的单一

化、刻板化认知，有利于重建一种更多元、

立体的看待它们的维度。

杂志刊载的是 2021 年已见的 12 期选

题，实际上，2021年的工作还包括这一年已

策划但未实施的选题，以及早已开始筹划

的 2022年选题。2021年还未走完，2022年

第一个季度的选题已基本确定，我们的提

前行动，为的是给读者带来恰逢其时的内

容。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在 2月

举办，这一期我们将接续 2019年对冬奥吉

祥物的关注，全面推出本次冬奥形象景观

设计系统背后的故事，在全民迎冬奥的潮

流中，呈现一期聚焦形象、视觉的冬奥解

读。

2021年的选题也让我感慨，我们在洞
察时代现象时具备一种持续而独立的思考
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对核心问题的捕捉和
判断，即将对象放在一个流淌的时间序列
中，看它的成分、位置和变化，以此为前提
的研究和论断是有力量的，也是可信的。
关于每期选题，它的价值尚没有完全发挥

出来，一组文章只是开了个头，读者的再讨

论、再写作，都值得汇聚起来促成真正的对

话。一个月一期选题、一本杂志，是一种无

休止的运行状态，其工作的当下意义是显

现的，但看向未来，难免有更长远意义的期

待，这也是我今年不断自我追问的问题。

什么是青春？青春是少年，是满眼的

光，是那怎样都睡不够的午觉；是在敞亮的

教室里记不清楚的数学公式；是认真的放

肆与任性，都是青春最独特、最真实的样

子。今年，努力搭建了 2021首届“湾区（广

州）文创节”。在这里，博物馆 IP 衍生品、

非遗工艺、服饰与家居品牌、广东本土老字

号、艺术品等悉数登场，让我看到属于传统

文化的“青春”。

今年，我重新梳理了文创的“发展

史”。从 2013 年“台北故宫”文创推出的

“朕知道了”到近年“故宫口红”的一夜刷

屏，疯抢断货，“文创”变成热搜关键词，它

是历史文明与新生灵感在不断交流、碰撞、

融合中诞生的创意，在保留人文气息的同

时创造惊喜感。广东省博物馆集中展示了

国内几大博物馆的文创产品，以博物馆 IP
为核心的衍生品开发成为文创的1.0时代。

工艺如何重新进入生活是 2017年《中

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中最主要的目标，大

漆茶生活、中国剪纸为特色的公共艺术（揭

阳国际机场）、柴烧陶艺的系列等即是文化

传承的“微缩”，更是“艺二代”对当下生活

的表达。聚焦于中国原创设计，在设计的

产出、情感寄托和工匠精神的方寸之间掀

起文化自信的浪潮。著名新派茶生活品牌

哲品带来了潮州手拉壶、石湾陶瓷等与茶

器结合的套装系列；家居品牌木墨从木家

具、小摆件到木浆的灯饰与服饰制作，在兼

顾创意与生活美学的同时，更突出了可持

续设计的环保性。衣食住行的整体美学提

升是文创的当代生活需求。这可以理解

成，文创的2.0时代。

那么，在我看来，文创时代的3.0，那便是

文创让城市有了新活力。传统骑楼风貌街
区、永庆坊、黄埔古村等代表广州本地文化特
色的街区更新，未来成为湾区文化核心从而
链接国内、国外政治、经济、文化的合作与交
流；白天鹅宾馆、惠食佳、王老吉、燕塘乳业等
广东本土老字号都在探索文化为品牌赋能升
级新的可能性；而像森宝积木引入军事IP、生
活在左服饰与非遗工艺结合从而大幅度提升

企业经营规模都是在近两年产生的积极而又

乐观的品牌案例。未来，城市的活力除了文

化的积极推动，更是内生激情与活力的迸发，

这不就是青春最好的表达吗？

文创，是思想与美学的表达，认真体

会，它就在生活里。

岭南山水画破局
2021年，新快报《收藏周

刊》连续三期围绕“岭南山水

画破局”的话题在美术界展

开广泛的讨论，从 1 月 14 日,
以“岭南山水现状与突破”为

题的研讨会开始。在研讨会

上，广州美院中国近现代美

术研究所所长梁江提出“岭

南山水到了需要破局的时

候。”此后，对于岭南山水如

何破局的问题，成为了行内

讨论的焦点，广州画院名誉

院长张绍城则认为，“岭南山

水没有形成全国影响力是战

略原因。”暨南大学教授方楚

乔也认为，“山水画的影响力

是地域性问题。”其后，话题

从地域问题上升到了题材层

面，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许

钦松认为，“山水画反映时代

要有大国气象。”92岁的著名

画家陈金章则从传统的角度

痛心疾首，“很多画家不了解

宋画,完全不知道传统所在。”

年近九旬的著名画家梁世雄

则认为，“歌颂山水要有强烈

的民族风格和时代精神。”在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王见看

来，要警惕山水画“水彩风景

化”的趋势。此后，广州山水

画研究学会名誉会长卢德

平、广州市美协副主席刘思

东、肇庆市中国画学会会长

莫肇生、广东画院专职画家

黄唯理、广州市政协书画院

秘书长朱光荣、一画院院长

周建明、广东外语艺术职业

学院副教授关俊、广州美术

学院讲师杨峻、广铁书画院

院长王少伦、广州市海珠区

书法家协会主席秦建中纷纷

加入讨论。

更值得一提的是，本次

话题并不局限在广东，北京

的名家纷纷表达了自己的观

点，故宫博物院摹画组组长

常保立认为，“思考破局,应重

新认识传统源头再出发。”而

著名画家史国良更认为，“山

水画创作迷失了方向。”

至此，对于这一话题的

讨论已经有数十名家参与，

成为了本年度中少有地围绕

某一内容深入连续探讨的话

题。

●年度关键词：选题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美术观察》编辑部主任缑梦媛：

及时捕捉美术界的新现象新话题
年度话题

●年度关键词：青春 新文创

广东省工艺美术研究所副所长李紫萤：

文创让我看到属于传统文化的“青春”

■“湾区（广州）文创节”上的文创产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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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江苏邳州段的“黄金水道”摄影：贾
传军 图片来源：《美术观察》2021年第10期

■大运河扬州段夜景 摄影：王芯克 图片来
源：《美术观察》2021年第10期

■大运河江苏高邮盂城驿鼓楼 摄影：王芯
克 图片来源：《美术观察》2021年第10期

■2021 年 1 月 14 日,“岭南山水
现状与突破”研讨会在广州举
办,广州美术学院中国近现代美
术研究所所长梁江任学术主持,
多位当代著名艺术家分别围绕
岭南画坛的现状、发展以及自身
的艺术思考进行了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