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有幸生逢
伟大的新时代。正是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下，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
要论述的正确领航下，我们迎来了中
国美术事业蓬勃发展的新春天。在伟
大的新时代，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调
动和激发全国美术家和美术工作者参
与重大主题创作的政治热情、爱党深
情、爱国之情和工作激情。

十年来，我们心无旁骛谋大事，
坚持把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作
为中国美协的中心任务，围绕党和国
家大局开展主题创作，组织、策划、
领导一系列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
作工程和重大主题创作展览，为党和
国家留下近千件巨幅主题创作精品，
分别收藏在中国共产党党史展览馆、
中国国家博物馆、红船博物馆和全国
各大美术馆。

主要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和美术展览有“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
术创作工程”“中华家园美术创作工
程”“时代领跑者”主题创作、“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第十二届全
国美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第十三届全国美展”、连续举办四
届“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中
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全国美术作品
展”“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

辰二百周年主题创作展览”“潮起珠江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全国美术作
品展”等，精心描绘新时代精神图谱，
奋力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把优秀作品
奉献人民，向社会传播正能量。

作为一名具体组织创作者，我感到
十八大后中国美术界发生了新的喜人变
化，努力实现“四个转变”：一是注重
聚焦大局，把主要精力更加集中地转变
到新时代党和国家重大主题美术创作上
来；二是注重精品质量，把标准目标更
加有力地转变到勇攀美术创作高峰上
来；三是注重导向引领，把创作导向更
加主动地转变到以人民为中心、守正创
新上来；四是注重人才锻造，把培养方
式更加有效地转变到在重大创作工程中
实践锤炼上来。

我们要求并组织美术家不断深入生
活扎根基层，不懈探寻美术创作的源头
活水。比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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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等重大主题美术创作的3000多位美术家
和美术工作者中遴选了300多位优秀画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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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一线等单
位等体验生活、挖掘素材。把培养方式
更加有效地转变到在重大创作工程中实
践锤炼上来。

我深刻的烙印是，正是习近平总书
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在中国文联十
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在看望全国
政协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在考察清华
大学美术学院等发表的重要讲话，极大
地鼓舞和激励中国美协和中国美术界，
以高昂的热情和旺盛的创作精力投入新
时代的美术创作。

我深刻的烙印是，加强优秀美术
人才培养、培训，必须注重在重大创
作工程中磨砺提高。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完成几个重
大主题创作、获得一批优秀美术作品
的同时，也培养锻炼了一批优秀美术
人才，帮助一些单位较好解决了重大
主题创作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
通过面对面传帮带，在近几年组织的
几个重大主题美术作品创作中，中国
美协都组织以美协主席团成员、顾
问、专业学术带头人等著名美术家深
入画家工作室，边审稿边传授创作方
法与技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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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省区市 200多
个画家工作室进行多轮审稿和帮带。纸
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许多
画家体会到，要成为一名堪当重大主题
创作的画家，不能仅靠书本学习和听人
授课，必须要到重大主题创作的实战中

去学、思、悟、践、行。从选题确定、
选题理解与解读、创作培训、美术创作
构思形成到采风、小稿、初稿、送审
稿、终稿等十几个环节，长的历经几
年、短的也有数月，如果没有以冲锋的
状态去应战，如果没有全身心的倾情投
入，如果没有别具一格的创新创造，
最终的作品是难以入选的，包括一些
知名的画家同样被无情淘汰。

我深刻的烙印是，自2018年庆祝
建党 100 周年两个美术创作工程启动
以来，大家在夏季高达40多摄氏度的
工棚、冬季零下20多摄氏度的雕塑车
间指导创作，在极其简陋的旧厂房边
吃盒饭、边研究创作，全力以赴创作
攻坚。

展望未来，喜迎二十大胜利召开，
我作为一名全国政协美术界的委员，将
继续履职尽责。学习好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讲话精神，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
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着
眼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
神力量相统一，着眼体现文化艺术审美
功能和精神培育引领功能相统一，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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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协
副主席）

抒写伟大时代
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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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保存的一份历史记忆和
生活样态，吸引着人们。在当下生活急
剧的变化中，传统村落的保护更是一
个重要的课题。留住传统村落的形态，
能够让人们从中看到更多文明传承的
踪迹，也能够让人们感知活在现实中
的历史感。传统村落的保护，当然不仅
仅是作为一种历史的遗迹，而是“活”
在日常生活之中的。寻常巷陌，人间烟
火里有历史的侧影，也有当下和历史
的交融中所具有的“有意味”的生活。
传统村落留住的是“乡愁”，传递的是
历史文脉里的深沉意蕴。

前不久，我参加了全国政协“加强
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利用”专题调研，调
研了黔西南、贵州安顺等地传统村落的
保护和利用情况，看到了十年来传统村
落保护利用所取得的成绩，也看到了在
这一方面所展现的更多的前景。

十年来，社会对于传统村落的保
护和利用越来越重视，对于传统村落
的价值和意义有了更多的发掘和探
究，这些都化作了生动而具体的实践。
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利用，既是人们珍
重和热爱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中
华文明世代传播传承的历史见证；既
是历史价值的发掘和认知，更是当下

生活和传统的真切对话；既是保留保存的
历史，更是“活”在今天人们生活之中的现
实；既是物质文化的保护和利用，更是精神
文化的现实展开。十年来传统村落保护和
利用的成就，正是新时代的中国珍重自己
文明的一个部分，也是时代对于历史和文
化承诺的一部分。今天人们在说的文化自
信，既是经济和社会全方位发展带来的新
的中国所展现的活力和影响，也是历史文
脉的发掘和文化传承所带来的对于自己过
往文化创造的尊重和关爱。而十年来传统
村落的保护和利用取得的成就，其实也正
是这种文化自信的一个侧面。

一方面，十年来加大保护力度，把具
有历史文化价值和意义的传统村落保护
起来，让它的历史文脉得以存留，它所具
有的历史文化价值得以呈现在更多世人
的面前。我们在贵州就看到了“原生态”的
村落，延续了古老乡村的样貌，延伸了一
种具有浓郁本地特色的生活样态，这些都
像是我们自己的精神基因，具有不可替代
的价值和意义，中国文化精神的一个部分
就是在中华大地上星星点点的村落中传
承的。正是这些星星点点，支撑了中华民
族的延续发展。它们散落于不同的地点，
构成了我们共同的精神来处。文化传承，
不仅仅是地下的历史文物、传承的文献古
籍，也不仅仅是庙堂或正史所承载的，传
统村落延绵着中华民族在过往生活中的
层层历史积淀。

另一方面，十年来，“活”的保护和利
用也受到了重视，文化中的关键是人，人
的生活和在这生活中存在的风俗习惯、价
值取向等都既是历史的积淀，也是现实的
投射。今天的人们当然要有现代的生活，
但这种生活也是和传统相契合、和历史相
融汇的。它不是“大拆大建”的遗忘和失
落，也不仅仅是原样的存留，而是今天生
活和历史之间的对话，也是今天的人们对
于自己传统生活的珍重。这其实正是传统
村落保护和利用的“魂”。传统村落并不是

“空”的，而是有一种人的生活在其中的
“灵氛”的展开。

在贵州，我们看到了各种保护和利用
传统村落的生动实践。兴义市雨补鲁村，
让我们看到了活化保护的意义。陈氏家族
从福建辗转迁徙定居到此，明朝初年以来
就居住在这个村落。参天古树、百年老宅
让人有无尽的回想，而生活在这个村里的
人们依然保留着对于传统伦理的尊重、对
于乡村故土的依恋。这个在自然形成的天
坑中的村落，是近年来经过传统文化挖掘
和整理，让美丽乡村和历史文化有机结合
的产物，陈氏宗祠、山神庙等都得到了很
好的保留，而诸如古法酿酒、面条制作等
传统的手艺也得到了传承。听着陈氏家族
后人的介绍，看着这些活的历史在今天的
展现，确实让人感受到十年来传统村落保
护和利用的成就。

而兴义市万峰林中的纳灰布依特色
村落、南龙布依古寨等，镇宁布依族苗族
自治县的高荡村也都用不同的方式让我
们感受到传统村落多样的生活形态和民
族文化的活力。我们从贵州这几个地方就
能够看到传统村落保护和利用所取得的
坚实成就。

当然如何让传统村落在保护中得到
更多的利用，在利用中获得更好的保护，
活化而不失传统的韵味，保护而具有生活
的烟火气，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十年来的
成就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在传统村
落的保护和利用中文脉的传承和延伸。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中
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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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人问，于这十年来所看到的美
术发展，何感、何思、何想！

当真，被问到了！
或许思绪万千，或许感触颇深，或

许无以言表。
用本人的视角，“十年”是个阶段，是

个承诺，也是个起点，数学上是3650天，
文学名曰弹指一挥间，于快乐者而言白
驹过隙，于苦闷者而言度日如年，于绘画
者而言美的瞬间，于我而言感谢流年。

美术发展的格局气韵宏大，是历史
源远流长和延续的体现，是时代发展的
必然和传统文化的精髓。党的十八大以
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功实践
的感召下，广大美术作品中所体现的文
化自信显著提升，美术工作者精神振奋、
意气风发，一大批描绘中国人民追梦、筑
梦、圆梦，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
现中华美学风范的时代佳作频出，庆祝
伟大时代的各类主题展览影响广泛，展
览作品题材中既有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
实践的历史时刻，也有彰显时代符号的
大美史诗，既有凝聚民族精神的主旋律，
也有振奋民族士气的英雄奇迹。

砥砺奋进的十年里，中国美术的积
极发展有目共睹，美术工作者们摒弃浮
躁，扎根生活，深入人民，美术创作与时
代同步伐，更向上、更开阔、更被大众接
受，极大提升了民众的文化体验和对美
的高质量追求。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为文艺发展提供基本遵循，指明前进
方向，“为谁创作，如何创作、创作什么”
成为自问自省的创作箴言，“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创作精品”成为最基础最根本
的认知底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文化
坚定”成为勠力践行民族自信的责任自
觉，“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
德”成为创作追求不断延展的首要任务，

从“高原”迈向“高峰”成为新时代
美术创作的目标愿景。

2019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上用“培根铸
魂”四个字阐明文化文艺工作的职责使
命，现场聆听，备受鼓舞，将坚定文化自
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
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
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更好用中国理
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元素创作时代
精品，为国家和民族培根铸魂贡献力量。

2021年 12月 14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
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希望广
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
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鼓
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中出大师、铸高
峰。守正创新是所有美术工作者的时
代课题，将在美术作品中把当代中国
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的精彩生活表
现好、展示好，把中国力量、中国精
神、中国效率阐释好。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

代的号角，美术工作者是历史前进的记
录人，美术作品是历史的剪影、摹本，任
何时代，美术工作者都没有像今天这样
被“厚待”过，“源于人民”的作品被称
颂，“为了人民”的作品被珍藏，作为这
个时代的画者，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新征程上，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
新天地下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十年，不长不短，足以丰富生命，足
以再次扬帆：举办画展，成为全国政协委
员，春花冬雪，奔走过峡谷林间，住过窑
洞，看过乡村振兴画卷，记录黄河，落日壶
口十八弯，感受异国，沐浴过晨曦云烟，塞
外踏沙，仰头星星在家，重走长征，遵义赤
水大渡河，感受阅兵，百年华诞绘河山。

脑海的记忆，行云流水，桩桩件件，
愿不负十年。

但是，美术的发展需要时间，美术
工作者要学习、要成长、要把责任扛上
肩，在培根铸魂上展担当，在守正创新
上有作为，在明德修身上焕风貌。十年
里，德才兼备的美术工作者越来越多，
经年那些“脱离群众、无病呻吟、不痛不
痒”的作品少了，在人民的现实生活面
前“走进去、沉下来、融进去”的作品多
了；“信马由缰、毫无灵魂、不知何为”的
作品少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感受人
民生活真谛的作品多了；“庸俗、低俗、
媚俗”的画面在慢慢向“积极、向上、和
谐”的内容转换，用深入生活、以人民为
中心创作导向的题材直面和回应这个
时代的历史巨变。

十年耕耘，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的十年；十年硕果，正是广
大美术工作者百花齐放满园春的十年；
十年记录，正是为时代画像留存珍贵历
史记忆的十年。

美术事业的蓬勃发展是中国人坚
定文化自信的表现，文化自信是更基
础、更广泛、更深厚的民族自信，是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
最持久的力量，也是美术工作者最原
始、最朴实的情感。一如，走遍黄河，看
尽奇观，耀眼的塞外明珠，蜿蜒的九曲
十八弯，阿尼玛卿雪山的灵寂，壶口瀑
布的气象万千，当一帧帧画面映入画
卷，变成景观的代言，聚焦了新时代中
国发展的磅礴历程，描绘了新时代创新
探索的振兴新图景，从深入生活的细节
深描中透视重大题旨，绽放生生不息的
中国精神、中国价值、时代光华。

艺无止境，学海无涯，作为美术工
作者，艺术创作永远在路上，不做无源
之水、无本之木，把创作人民群众所喜
爱的作品作为最高追求，始终保持永恒
的赶考心态，用手中的画笔记录更多历
史瞬间，描绘更多大美河山，勾勒更多
人间烟火，珍藏更多民族记忆，为时代
留下印记，为社会贡献正能量，十年磨
剑，脚踏实地，为下一个十年起笔，为迎
接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作出自己应
有的贡献，奋力描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篇章。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画家）

时代画卷 最美十年
刘广

辣子不辣蒜不辣，芥末儿辣人着哩；
我烙的果列你吃不下，让让儿挼人

着哩。
在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过渡地带的

麦田、地埂和树林里传唱着这样的民
歌，这是传布于西北甘、宁、青、新四
省区内，传唱于汉、回、藏、土、撒
拉、东乡、保安、蒙古、裕固等不同民
族的以爱情为主基调的民歌形式，它也
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就是著名的

“花儿”。
上面的这首“花儿”传唱于西北汉

藏杂居区，以汉语为基础的“花儿”格
律范式中夹杂了藏语的“花儿”。其中

“果列”为藏语馍馍的意思；“让让儿”
是藏语故意的意思；“挼人”是青海汉
语方言，是抓弄人、戏弄人的意思。

“花儿”中出现了藏语中的词汇，但总
体“花儿”演唱的比兴手法和押韵等都
是以汉语为基础。“花儿”传唱的这些
民族中，除了汉族和回族使用汉语言
外，其他民族如藏族、蒙古族、土族、
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都有
自己的语言，但在演唱“花儿”时，这
些民族都基本采用汉语演唱，这在我国
所有民歌演唱中是比较独特的现象，这
种现象使“花儿”无疑成为西北各民族
共享的文化符号。

各民族共享中华文化符号是在历史
演进中变成跨越时间的表征印记，跨越
民族界限所形成的共有文化标识，这样
的文化印记不仅具有中华文化的重要基
因，也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成为中华各
民族的共有记忆和共享映像，并进而成
为各民族彼此紧密联系互通的精神密
码。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西部的“花
儿”是一种由九个民族使用汉语传唱的
一种民间歌谣，一种群众文化，“花
儿”所体现的内涵和特征，较好地反映
了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历史
与文化特点，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的
真实描写和阐述，是西部地区各民族共

享的文化符号中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
文化符号之一。

各民族共享文化符号是我国各民
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是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历
史记忆与集体意识的体现。在西北以

“花儿”为代表的各民族共享文化符号
不仅仅是一种艺术的存在，更是体现
了一种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文化是一
个民族的魂魄，也是民族精神的核心
所在，所以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是中华
民族认同中最深层和最基础的认同，
多民族文化认同恰恰是通过各个民族
能够共享的文化而得以实现和彰显
的。以“花儿”为代表的多民族文化
艺术形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在各个民族生存发展的相同场域中、
在共同生产生活方式下，在基本一致
的共同情感表达中建立起来相互的情
感认同和文化认同，在这些“共有”
的属性下，传唱“花儿”的这些不同
民族产生了共同的文化归属感和文化
认同感，所以，传唱“花儿”的不同民族
才能相互尊重，自觉地将本民族文化与

“花儿”文化相嵌合，而文化融合越多，
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共享部分就会越
大，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就会愈加强
烈，如“花儿”这样的中华民族共享的文
化符号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各民族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就要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
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
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
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这十年，各级各部门紧紧围绕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各民族
文化的传承、保护、创新，各族群众对
中华文化更加热爱、更加自豪、更加自
信，“五个认同”得到了极大增强。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社
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花儿”：
西北各民族共享文化符号

马东平（回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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