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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用图像的方式编织了
载录历史的艺术之网

“乡土人间——1949年以来乡村题材美术作品研究

展”汇集了黎雄才、关山月、符罗飞、杨秋人、韦启美、潘

鹤、刘文西、郭绍刚、唐大禧、鸥洋、王玉珏、邵增虎、陈章

绩、汤小铭、林丰俗、梁明诚、黄文波、王维宝、李醒韬、伍

启中、梁照堂、陈永锵、罗中立、方楚雄、冯远、梁如洁等艺

术家作品130余件。

王绍强介绍，旨在通过展览厘清新中国成立以来乡

村题材作品的文化内涵转变以及绘画表现语言的演变，

探讨社会进程与美术创作的辩证关系，构成我馆在新中

国美术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通过展览

突出艺术家在各个时期的责任意识与独立思考精神，希

望对新时代艺术家坚定文化自信，坚守艺术理想，用高尚

的文艺引领社会风尚，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于洋表示，以“乡土

人间”为主题，这个充满厚重文化理想与艺术意味的美术

展览，以经典绘画作品为经、不同时代与地域作纬，用图

像的方式编织了一个载录历史的艺术之网，更呈现了“乡

村振兴”时代语境下，乡土社会情境的多种样态和可能。

1949年以来乡村题材美术作品研究展日前开展

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绍强：
用高尚的文艺引领社会风尚

作为“2022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入选
项目，广东美术馆自主策划的“乡土人间——1949年
以来乡村题材美术作品研究展”日前与观众见面，中
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东
美术馆馆长王绍强表示，通过展览突出艺术家在各个
时期的责任意识与独立思考精神，希望对新时代艺术
家坚定文化自信，坚守艺术理想，用高尚的文艺引领
社会风尚，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中国的乡村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革，神

州大地旧貌换新颜，为美术界用全新的眼光审视中国的乡村社会提供了新

的视角。对乡村日常的关注，对社会现象和农民命运的考虑成为了创作的

重要题材。

王绍强认为，艺术家在乡村题材创作中不再一味追求写实主义，更强

调个性的解放和对绘画语言的探索，打破了传统的统一的视觉图像，改变

了以往的美术创作规范，力图在艺术的图式和语言之间进行新的重组与建

构，使创作的个人化成为可能，更为全面地展示了乡村生活的复杂性与生

命的主体性。他在展览前言写道，“尤其是上世纪 90年代以来，随着城镇

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城市生活占据了更多的叙事空间，现代文明和城市文

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乡村的生活方式，以农耕文化为代表的时代内涵

逐渐解构。”

他进一步分析表示，“一方面，随着城乡和区域之间人口流动壁垒的打

破，大批农民开始趋之若鹜地奔向城市开始他们的寻梦之旅，成为‘城市里

的异乡人’；另一方面，故乡作为诗意栖居和精神家园的象征，在艺术中的

呈现则被认为是解救当前城市文化病症的一剂良药。无论是对城市文明

的彰显和趋同，还是对乡土文明的执着与坚守，在艺术家们的艺术创作取

舍中都有不同程度、不同层面的表述与阐释，也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乡土文化是一个具有
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文化体系

回顾 1949年以来的中国美术史，“乡土”是一个关键

词，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绘画母题，中国美术家们通过图

像的记录和描绘，将乡村生活、农民形象以及他们所处的

位置来印证各历史阶段中的社会变革，折射出中国社会

70年变迁的轨迹。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艺术家发出了“到街头去”

“到民众中去”的口号，他们将眼光投向边远地区的人物

和风貌，开始“面对现实”，深入农村描绘“底层人物”的形

象，并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乡村题材绘画。

在王绍强看来，乡村题材绘画是艺术家对农耕时代的

重新观看与提炼，也是乡村生活变革和发展新的写照。他

说，“乡土文化是一个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文化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获

得解放与新生的农民阶级以主人翁的身份站上历史的舞

台。主体地位和政治环境的变迁呼吁着新的叙事主题，

艺术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主题创作方向和目标成为

艺术主调。农村题材和农民形象在美术创作中受到普遍

重视，成为“新中国美术”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并在此后几

十年的视觉图像景观中占有重要地位。

著名美术理论家牛克诚认为，农民在乡土上留下的

活动轨迹及田园、聚落、日常、牧歌、乡情等塑造了乡土人

间。乡土因此充盈着浓郁的烟火气，它也是乡愁的根

源。乡土人间的多面性与丰富性，拓展了现实主义美术

创作道路。画笔的穿透力源自切身体验与感受，一代代

美术家深入农村，情系乡土，用温情而厚重的笔触描绘田

野风光、生活场景、劳动场面、乡间风俗以及美丽乡村等,
传递出乡土美术的丰厚美学价值与精神内蕴。

王绍强认为，“面对新的时代要求，艺术家们以强烈

的责任感直面乡村剧变的现实，表现出了新时代乡村社

会变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承载着一个期待

快速走向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的期盼和诉求。”

改变了美术创作规范
全面地展示乡村生活

■《武汉市郊之冬之一》（局部），黎雄才，中国画，1956年，岭南画派纪念馆藏

■《晨露》，王玉珏，中国画，1972年，广
东美术馆藏

■《祖孙俩》，刘文西，1956年，广东美
术馆藏

■《鱼跃图》，陈永锵，中国画，19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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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荫渡口》，关山月，中国画，1961年，关山月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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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罗中立，2000 年，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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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高》，林宏基，油画，1984年，广
东美术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