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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旭，全国政协常委、
书画室副主任、农业和农村委
员会委员，民族文化宫文化总
监、民族画院院长。国家民委
领军人才和领军团队学科带
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代表作有：《和平万
年》《互动》《裂变》《水墨境界》

《水影无痕》《沙尘暴》《共同的
家园》《互动的世界》《江山》
等。其作品多次被国外美术
馆、博物馆、联合国总部等收
藏或陈列。

▲王林旭

编者的话：

主讲人简介：

描绘时代壮丽画卷
■

不忘艺术初心

□主讲人：王林旭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是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
大政治任务，文艺界也掀起
了一股学习热潮。艺术工作
者如何将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贯彻到文
艺创作中？如何将创作与实
践相结合，以优秀的文艺作
品体现中国精神、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因应时代？本期讲
坛邀请王林旭常委通过自己
的创作实践和体会讲述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文艺工
作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描绘壮丽的时代画卷。

■

勇担时代重任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7月 1日上午，我有幸在天安门
广场参加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亲历党的百年华诞盛
大庆典，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深切感受党开创的百年辉煌和民
族伟大复兴磅礴无比的力量，深感振
奋、深受鼓舞、深受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
话中提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
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
的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
者，也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作
为艺术家，我们的创作也来自于人
民，还要反馈给人民，为人民提供更
丰富的精神食粮。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在“七一”前夕，由全国政协书画
室主办、中国美术馆承办的“全国政
协委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书画展（1921-2021）”在全国政协
展出。其中，展出的那幅《江山》，是
今年专门为建党100周年而创作的。

《江山》这幅作品的灵感来源于
2019年11月初，我跟随全国政协“加
强长征文物保护和红色旅游线路建
设”党外委员专题视察团一行到江
西、贵州考察，在参观于都中央红军
长征出发地纪念馆、于都河渡口时，
听到很多红军战士的感人故事，看到
很多前来缅怀、纪念的人们，还有群
众合唱团唱着“横断山，路难行，天如
火来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军
民鱼水一家人……”的红色歌曲，内
心无比震撼，军民一家亲的画面更是
印刻在我心中。

当今年再来创作《江山》的时候，
在于都视察时的画面就闪回在了脑
海中。其实，早在20年前，我就开始
动笔画，每年根据自己的体会、想法、
思考，还会再重新创作。但展出的这
幅《江山》不同以往，它的主题更加鲜
明，立意追求更高远。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首次提
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
时候，心中很是感慨。这与我在于都
视察时的感受碰撞在了一起，习近平
总书记的话一下子打开了我的创作

思路。人民——有了共产党人民当
家做主人，军民鱼水情，共产党打江
山为的也是人民，这些元素交织在一
起，令我久久不能平静。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征途
上，红色江山来之不易，是千千万万
革命前辈用鲜血换来的，它是生命的
象征。在美术创作中，江山的主打色
是红色。红色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一
种吉祥色，是中国文化的底色，是胜
利喜悦的颜色。从古到今中国人民
始终挚爱红色，它象征喜庆、火热、幸
福、豪放、斗志，红色亦成为一种永恒
的颜色。我也最爱红色，红色可谓是
艺术家的生命。中国古人常用丹青
来指绘画艺术，丹指的便是红色、朱
红色。丹青是中国古代绘画的常用
之色，是中国画的标志。

主题、立意、用笔皆已就绪。表
现形式呢？我依然选择了“超象绘
画”。这是因为，作为一幅表现江山、
反映人民的作品，它既有具象的形象
感，又有抽象的艺术感，用“超象”理
念创作是最合适的。我曾对我的“超
象绘画”有过解释，首先它是试图在

具象艺术注重对象形象的写实性描绘
和场景的真实性再现之外，去捕捉更加
博大深邃的宇宙生命律动的。它非写
实也非再现，也不是对自然物象的模拟
和再现。其次，它虽然是非具象的，但
从整个画面的造型结构、色彩和色调等
元素来看，某些局部甚至整个画面图
像，依稀有着自然物象的影子，能够让
观众感同身受。还有，它既不同于具象
和抽象艺术的创作方法，又保留了自然
物象的痕迹。

在跟随视察团一行重走长征路的
几天，很多具象的人、事、物都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印象与后来的党史
学习教育结合，就有了现在的呈现。

长征路上的《江山》分为五个版块，
主打色是红色，代表红色江山是中国人
民经过艰难险阻奋斗而来的，纵有流
血、有牺牲，但依然披荆斩棘、迈开沉重
的步伐一往无前。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这不仅仅是创作《江山》的初心，也是激
励自己不忘艺术初心，坚持深入到人民
群众中去，躬身实践、服务人民精神文
化需求。

红色激流，汇入黄色土地；星星
之火，映照万家璀璨。如果不是革命
前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如果不是
无数共产党人薪火相传，接续奋斗，
中国不会创造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
人民不会过上今天这样的好日子。正
如《国际歌》中唱到的：从来就没有什
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党和人
民始终血脉相连不可分割，是伟大的
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这片土地上
努力地革命、建设、改革、发展，才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今年5月21日至29日，我又跟随
全国政协书画室“黄河流域生态文明
建设”调研组赴陕西、山西采风调研。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习近平总
书记一直很关心黄河的保护与治理，
不仅一次次不辞辛苦，奔赴沿黄九省
区考察调研，还作出了要保护、传承、
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
的幸福河等一系列重要指示。这次跟
随调研组沿黄河流域深入生活、深入
基层，实地考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情

况和成果，更是感慨万千。
黄河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刚

毅不屈的鲜明气质。华夏子孙的血管
里，都奔流着一条黄河。黄河，贯穿中华
民族几千年文明。黄河文化是中华文
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
和魂。于我而言，黄河是黄的，也是红
的。画黄河，就要把它的气魄和精神体
现出来。

浩浩黄河水，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
中华儿女。奔腾不息的长江、黄河是中
华民族的摇篮，哺育了灿烂的中华文
明，但也曾给沿岸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因而从古至今，中华儿女与黄河的抗争
从未停歇。随着时代发展，人与自然的
斗争转变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中华
儿女在拼搏奋斗中，为黄河精神注入新
的内涵，也铸就了伟大的黄河精神。黄
河精神是不断推动人们认识自然、改造
自然的能力，是不断提醒人们在自然灾
害面前不屈服、在困境之中不气馁的原
动力。认识黄河精神，才能体现黄河精
神，弘扬黄河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文化文艺工作属
于培根铸魂的工作。艺术发挥着培根铸
魂的重要作用。如何体现黄河精神，也
是我一直思索的。在这次采风调研中，
其中的一幅《黄河之水天上来》也是以

“超象”手法来展现。在雄伟奔腾的黄河
面前，以“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方式
让黄河精神贯穿其中，达到凝神聚魂的
效果。

那是一次奇妙的采风调研旅程，
不仅使我能够近距离感受黄河，还让
我对伟大的黄河精神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更让我从艺术创作中得到深切的
感悟。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美术家画出美
丽的色彩、绘出动人的故事，就要从生活
中汲取养分。艺术家只有深入生活、扎根
生活，走到人民中间去，以人民为中心进
行创作，才能以画传情，才能在时代的浪
潮中站稳脚跟，才能为人民创作更多更
好的艺术作品，才能不断满足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和人民
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
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
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
进。”庄严的宣告，响彻寰宇、掷地有
声、振奋人心。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
中国人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依靠
自己的双手，付出难以想象的辛劳和
汗水，摆脱了绝对贫困，走上了全面
小康、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豪迈宣示的：“这是中
华民族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人民
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
大光荣！”

回首百年，正道沧桑。中国共产
党诞生于列强横行、民族蒙难之时，百
年来，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为有
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壮志
豪情和冲天干劲，为人民谋幸福、为民
族谋复兴。

近年来，我为脱贫攻坚和美丽乡
村建设、为兴边富民工作创作了10余
件美术作品，圆满完成了全国政协党
组织、国家民委党组交给的工作任
务。作为一名农业和农村委员会的委
员，我一直关注乡村扶贫攻坚和美丽
乡村建设的衔接工作，就是如何让村
民不返贫、让他们生活得更好、让乡村
美起来。因此，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
让他们从根本上解决文化问题。文化
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要让孩子们
从小学习通用语言、感受艺术的魅力、
了解科技的意义，为他们打开文化的
大门，让他们有理想可以追求、有梦想

可以实现，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茁壮
成长。

最让我难忘的是，我曾到云南省
怒江大峡谷的一所希望小学调研，在
美术课堂与同学们交流绘画技巧、艺
术心得时，孩子们对艺术的兴趣深深
感染了我。从他们专注的眼神中，我
看到大山深处孩子们的艺术梦想和对
知识的渴望。“富口袋更要富脑袋”，乡
村振兴要塑形更要铸魂，在进一步缩
小城乡经济发展差距的同时，要进一
步缩小城乡文化、教育差距。作为一
名画家，我深刻体会到，大力推进乡村
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是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
兴的应有之义，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
递的重要方法。

2018年5月中旬，我随全国政协
社会和法制委员会“解决深度贫困地
区脱贫问题”专题调研组到广西等地
调研。在广西百色的一所村希望小
学，调研组一行利用学生课间休息的
时候，与孩子们聊了起来。我走到孩
子们中间，在课桌上摆出笔墨，和孩子
们一起作画。我发现，乡村的师资力
量匮乏，尤其是艺术类特色教育师资
力量更显不足，而孩子们学画画、学唱
歌的愿望却很强烈。我就想，作为文
艺界委员，我愿意为乡村孩子的特色
教育作一些贡献，但也更希望高校对
乡村教师进行帮扶培训，提升他们的
书法、绘画教学能力。

还有在参加兴边富民的调研中，
看到像竹子精神一样坚守在边疆的人
们总是感动不已。他们不怕苦不怕累
驻守在边疆，守护着一方的人民。他
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竭尽所学、竭
尽所能为国家贡献力量。

一百年前，一句誓言，穿过奔腾
不息的历史长河，回声嘹亮。百年后
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铿锵有力、内涵深厚，穿透历史、振奋
人心。

当前，全国上下正在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我也简单谈谈我的感受。

在建党百年之际，在积极履行政
协委员职责的同时，我怀着对党无比
热爱和崇敬的心情，为庆祝党的百年
华诞献上自己的礼物——除了入选参
展的《江山》外，还积极参与了“中国国
家画院专家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国画作
品展”，我创作的中国画墨竹作品《高
节》参展。同时，参与组织策划了民族

文化宫、民族画院庆祝建党一百周年民
族画家书画展……创作了一大批党史主
题的美术作品，这是一名文艺工作者在
新时代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应当作出的
艺术贡献。

今天，中国的经济腾飞被誉为世界
经济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中国科技
的突飞猛进正创造愈来愈多的世界第
一，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中国日益成为新型国际关系
不可或缺的构建者……从百年前的沉沦
到今天的腾飞，苦辣酸甜，数不清、道不
尽。100年，让我们更加拥有一往无前
的自信和海纳百川的从容。嘉兴南湖上
启航的红船承载着民族希望、历经百年
风雨砥砺，已成为稳健航行的巍巍巨轮，

开启了逐梦前行的新征程，谁是“中国
号”巨轮乘风破浪的领航者？历史的答
案前所未有的清晰，人民的选择前所未
有的坚定。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继承和发扬
伟大建党精神，把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
业的发展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时代主题紧密相连，努力用艺术报国，
是艺术家的天职和使命。

以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为
指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要培
养更多的艺术人才特别是中青年艺术
家、青少年学生，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为己任，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
和人民殷切希望，为国家建设作出自己
应有的贡献。

■

绘出中国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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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 王林旭 作

▲王林旭在云南省怒江大峡谷希望
小学调研时，现场为孩子们指导创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