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席，著名画家。现任国家重大
题材美术创作艺术委员会主任，
全国美展总评委、评委会主任，
中宣部、财政部、中国文联、文
旅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美术创作工程”组委会秘书
长、创作指导委员会执行主任等
职务，他还是多家美术院校、机
构荣誉、客座教授，博士生导
师。其作品连续入选第七至十一
届全国美展及 《20 世纪中国油
画展》《第二届中国油画展》《第
三届中国油画展精品展》 等国家
级展览并获奖。作品被中国美术
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人民大会
堂、中南海等国内外美术馆和政
府机构收藏。

此 外 ， 徐 里 2011 年 还 入 选
“艺术之巅——中国油画 2010 年
度十大人物”、2013 年被美国国
家艺术委员会授予“杰出艺术成
就奖”、2015 年被俄罗斯艺术科
学院授予荣誉院士、2017 年被授
予 比 利 时 东 方 文 化 骑 士 勋 章 、
2019 年被吉尔吉斯斯坦授予杰出
文化人物奖章，等等。2019 年其
油画作品 《对话》 收藏并陈列于
意大利达·芬奇博物馆。

牛年话牛迎春来
——谈国画中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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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三牛精神”攀登美术高峰

▲徐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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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名家笔下的画牛名作

□主讲人：徐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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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辛丑春节将至，牛年也
将 到 来——2021 年 也 是 中 国 共
产党百年华诞。在今年全国政协
新年茶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要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
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
精神。众所周知，牛是中华民族
勤劳温顺、吃苦耐劳、甘于奉献
的 象 征 ，是 中 国 人 民 喜 爱 的 动
物 ，寄 托 着 中 国 人 民 深 厚 的 情
感。在中国历代画家名作中，有
很多表现牛的精神的作品，以此
传达创作者们的美好愿望。本期
讲坛特别邀请徐里委员为此撰
稿，讲述国画中的“牛”，以迎接
新春的到来，庆贺中国共产党百
年华诞。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牛在农耕
时代是非常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社会财
富。牛不仅影响了中国人的生产、
生活和习俗，从某种意义上塑造了
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牛的精神是
吃苦耐劳、艰苦奋斗、任劳任怨，
中国古人以牛为榜样，学习牛的精
神，逐渐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崇牛文
化及勤劳、沉稳、踏实的民族性
格。纵观历代画牛名家名作，那些
优秀的作品往往既表现牛的动作神
态，更注重表现牛的品性和精神，
赋予牛人格化的魅力。

对于牛这种为人民所喜闻乐见
的题材，古往今来画牛的名家数不
胜数。比如，唐代韩滉的 《五牛
图》、唐代戴嵩的 《斗牛图》、南宋
李唐的《百牛图》、南宋李椿的《牧
牛图》，近现代大家齐白石、潘天
寿、李可染、黄胄、韩美林等也都是
画牛名家。

历代画牛第一人当为唐代宰相韩
滉。他的《五牛图》是现存最古的纸
本画，也是中国著名传世名作之一。
韩滉博学多才，尤擅画人物、农村风
俗鸡牛羊驴马等动物，其旷世名作
《五牛图》，将五头牛站立、行走、俯
仰、回首等神姿描绘得栩栩如生、惟
妙惟肖。《五牛图》 除了造型准确、
生动传神，更重要的是他赋予了牛人
格化的个性和魅力，它们或活泼或贪
玩或稳重，让人从中深深感受到牛的
憨厚、驯良、朴实。因此，乾隆皇帝

称之为“真诧春黎”，元代书画名家
赵孟頫赞为“神气磊落，希世名笔”。

戴嵩的《斗牛图》画的是两牛相
斗的场面，极其风趣生动。画家没有
选择表现两牛相斗最激烈的场面，而
是表现了争斗高潮刚刚过去纠缠的瞬
间。一牛用角抵触，另一牛蜷身而
退，好像战败又好像蓄力反击。两头
牛用水墨画出，用浓墨描绘角、蹄、
目、鬃毛，十分传神地表现出斗牛的
蛮横、野性、憨态。不仅展示了斗牛
的逼真动态，更流露出艺术家善于观
察、平中见奇的生活情趣。

中国现代著名画家、现代美术教
育的奠基者徐悲鸿先生以奔马享名于
世，他笔下的牛也是一绝。他创作了
许多以牛为题材的作品，如《牛浴》
《印度牛》《春之歌》等，其中最有名
的当属《九州无事乐耕耘》。《九州无
事乐耕耘》是一幅表现新中国成立后
农耕题材的鸿幅巨制，整个画面色彩
淡雅，画中农人和耕牛的描绘极为传
神，近景的一棵古树发出新枝，象征
着伟大祖国的古老文明和新中国的勃
勃生机。该画创作于1951年春，是
徐悲鸿晚年的代表作之一，当年郭沫
若在莫斯科被授予“加强国际和平斯
大林金质奖章”，徐悲鸿闻讯欣喜万
分，抱病为郭沫若绘制了这件作品。

这件作品的题目改自于欧阳修
《寄秦州田元均》中的句子“万马不
嘶听号令，诸蕃无事著耕耘”。作品
的款识表明了徐悲鸿的创作目的：沫

若先生为世界和平奔走，席不暇暖，
兹届出席第三次和平大会归来，特写
欧阳永叔诗意赠之。这件作品一方面
表达了徐悲鸿对郭沫若所获荣誉的祝
贺，另一方面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
待兴、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大的时
代背景下，深刻表达了对家国建设的
希冀、对战争必胜的信念以及对世界
和平的渴望。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
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一幅经典
作品之所以能够留得住、传得开，其
中一定蕴含着反映这个时代的深刻的
内容。正如徐悲鸿当年站在历史的转
折点振臂高呼：“今日中国一切衰落
之病根，在偷安颓废。挽救之道，应
易以精勤与真实，而奋发其精神。”
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有担当的大艺术
家，心系时代家国，用耕牛、农人、
古树新枝、春意萌动的意象展示了中
华民族奋发向上、脚踏实地、自强不
息的民族精神。

众所周知，现代书画大家李可染
先生除以山水画名震中外画坛外，还
一生酷爱画牛，他把自己的画室命名
为“师牛堂”，可见他对牛的情有独
钟。他画的牛形神兼备，充满生趣和
诗意，更重要的是李可染先生从牛的
习性、品格中参悟出了中华民族沉稳
踏实、坚韧不拔、无私奉献的民族精
神。郭沫若还曾写诗盛赞称他笔下的
牛为“国兽”。

李可染从20世纪40年代起开始

用水墨画牛，他1962年创作的《犟
牛图》，画面里牧童拼力拉着牛缰
绳，老犟牛驻足不前并拼命后退，二
者对峙互不相让，将牧童和老牛的倔
强描绘得淋漓尽致，形象生动，妙趣
横生。这件名作鼓舞了一代人，充分
体现了李可染对民族性格的思考和对
奋斗精神的推崇。

李可染先生画牛与当时的时代有
着密切的关联。正如鲁迅先生倾力倡
导新兴版画运动，以刻刀为武器，在
刻画时代和塑造民族精神上发挥了巨
大作用，李可染先生最早画牛也与抗

日战争的时代需要有关。当时的中国羸
弱不堪，在抗日战争中急需一种无所畏
惧、任劳任怨、脚踏实地的牺牲精神、
斗争精神。因此，他创作了一张张以牛
为题材的作品，用无私奉献、吃苦耐
劳、坚韧不拔的牛的形象来激励国人的
抗战精神。他曾经多次在自己以牛为主
题的作品上作跋语：“牛也，力大无
穷，俯首孺子而不逞强。终生劳瘁，事
人而安不居功。纯良温驯，时亦强犟，
稳步向前，足不踏空，形容无华，气宇
轩昂，吾崇其性，爱其形，故屡屡不厌
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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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1年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回顾过去一年
征途充满艰辛、奋斗成果显著，热情
礼赞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英勇的
人民，强调我们要深刻铭记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
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百
年艰辛历程，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
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
精神，永远保持慎终如始、戒骄戒躁
的清醒头脑，永远保持不畏艰险、锐
意进取的奋斗韧劲，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奋勇前进，
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美术界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国
美术家协会在中宣部、中国文联的具
体领导和指导下，在实施重大主题美
术创作工程和主题美术创作项目中，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守正创新，
通过不断转变发展理念、发展方
式，集中推出了一批讴歌党、讴歌
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新时
代美术精品力作，努力不断开创中
国美术事业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胜利
召开，为新时代文艺发展作出了恢
宏而稳健的战略性、全局性部署。

“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
标，更是为我们描绘了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的路线图。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新征程上的“三牛精神”，对美术
界的影响意义重大。

美术坚持为民服务
必须大力弘扬孺子牛的精神

在中华民族的复兴征程上，人民
群众永远是最伟大的力量。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
上谈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
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指出“以
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
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回顾历史，毛泽东同
志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
开宗明义地指出，“为什么人的问
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
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
众的”。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
在第四次文代会上进一步指出，“人
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
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
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

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
民。正是在社会主义文艺旗帜的引领
下，我们一代又一代美术工作者认真

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对人民深情聚
焦、热情礼赞、真诚奉献，用一件又
一件美术作品生动诠释了社会主义文
艺的人民特质和精神风骨。近年
来，中国美协带领中国美术界的广
大美术家和美术工作者深入生活扎
根基层，不懈探寻美术创作的源头
活水，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主题实践活动不断引向深入。比
如，坚持广泛深入地开展有组织、
成规模的美术家写生采风创作活
动，打造文化“送欢乐、下基层”

“西部少数民族美术人才培训发展计
划”“中国精神·中国梦——美丽乡
村行”等惠民品牌项目。

哲人有言：“奉献乃生活的真正
意义。”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
以来，广大美术工作者用实际行动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展美术创作,文
化自信进一步彰显，砥砺奋进的新时
代，美术界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我们
仍在攀登高峰的路上，“打造精品”
与“构筑高峰”依然是我们共同为之
奋斗的目标与追求。伟大的时代呼唤
着，伟大的人民期盼着，我们必须勇
立潮头、矢志奉献，以甘当“孺子
牛”的坚毅继续奋斗，描绘出无愧于
时代和人民的新画卷。

美术坚持创新发展
必须大力弘扬拓荒牛的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强调文化艺术要坚持“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纵观中国美术发
展之路，每一个突破，每一次变革，
每一段进程，可以说无一例外都是立
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的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成果。

黄宾虹、徐悲鸿、齐白石、潘天
寿、刘海粟、石鲁、傅抱石等前辈名
家都是近现代美术界的“拓荒牛”。
他们立足于中华文化精神，凭借可贵
的胆识和创新的精神，使中国人的艺
术和审美以昂扬自信的姿态屹立于世
界民族文化之林。

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希望艺术家勇
于创新创造，用精湛的艺术推动文化
创新发展。他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
要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中心环
节，不断推进文艺创新、提高文艺创
作质量，努力为人民创造文化杰作、
为人类贡献不朽作品。”这一重要论述
对当代美术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
意义。

当前我国美术创作发展过程中之
所以仍然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

“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
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
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等问题，归
结起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创
新，缺少创造，还没有把创新视为生
命，没有把原创力的提高视为美术核
心竞争力的根本。

艺海苍茫，时不我待。身处新时
代的广大美术工作者应树牢创新的
理念和创造的意识，遵循文艺特点
规律，顺应社会发展大局大势，与
时代同频共振，与人民心手相连，
用自己独特的艺术创造回应时代和
人民。艺术家在美术创作上要有敢
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更要有持之以
恒的干劲，还需要形成众志成城的
合力，促进整个美术界形成锐意进
取、变中求新、变中求进的新格局，
高擎民族精神的火炬，奏响社会前进
的号角，不断书写描绘新时代的传奇
和中华民族的新史诗。

美术坚持艰苦奋斗
必须大力弘扬老黄牛的精神

“老黄牛”之所以可贵，就在于
其具有默默无闻、脚踏实地、任劳
任怨、艰苦奋斗的精神。艰苦奋斗
精神是我们的传统，中华民族向来
以吃苦耐劳和勤俭坚韧著称于世。
艰苦奋斗更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
和建设历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
风，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面建设
发展一路高歌猛进的重要精神支
撑。新时代新征程需要我们自觉赓
续这种宝贵的精神传统，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

如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人间万
事出艰辛，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
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我们必须准备
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辛劳的努力。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我们面
临着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
风险等诸多挑战。这就更要求我们
积极发扬“老黄牛”的奉献精神和
筚路蓝缕的实干精神，用文艺、用
美术凝聚起新时代磅礴向上的精神
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国美术界广大同仁向来具备
“老黄牛”的精神。比如，在近几年
组织的几个重大主题美术作品创作
中，中国美协都组织美协主席团成
员、顾问、专业学术带头人等著名美
术家深入画家工作室，千方百计地打
磨精品，追求精益求精的艺术呈
现。特别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型美术创作工程中，工
程办公室先后组织30多名专家组成
员历经半年、赴全国10多个省市区
200多个画家工作室进行多轮审稿
和帮带，发挥集体智慧。参加“最
美中国人——庆祝中国共产党第十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展览
的美术家们，为了画好形神兼备的
作品，他们深入到所画人物和发生
事件所在企业、乡村、边海防、作战
部队、抗疫一线等地方体验生活、挖
掘素材，只为将最普通最平凡也最伟
大的中国人民表现出来。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
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广大
美术工作者应树牢艰苦奋斗的思
想，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锤炼艰

苦奋斗的意志，保持艰苦奋斗的作
风，以更高的站位、宽阔的视野、精
准的眼光，自觉肩负起举旗帜、聚民
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
任务。

2021年辛丑牛年是中国共产党百
年华诞。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千秋伟业
任抒怀。在这样重要的时间节点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
发表铿锵有力、激扬奋进的重要讲话，
引起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共鸣
和巨大反响，极大地感召和鞭策着处于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期的伟大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地开启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特
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号召发
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
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永远保持
慎终如始、戒骄戒躁的清醒头脑，永远
保持不畏艰险、锐意进取的奋斗韧
劲”，使广大文艺家和文艺工作者如沐
春风，意气风发，精神振奋。

广大美术工作者要立足新时代的历
史坐标，投身文化强国建设的伟大进
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着
眼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
神力量相统一，体现文化艺术审美功能
和精神培育引领功能相统一，推出更多
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
的优秀作品，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
传、为时代明德。让我们以优异的成绩
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新的
伟大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
的历史伟业！

■

▲斗牛图 （唐） 戴嵩 作

▲犟牛图 李可染 作

▲九州无事乐耕耘 徐悲鸿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