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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特展的大部分作品为精心

创作的恢宏巨制。此次特展展出的

近 1/4 的艺术作品，来自为此次展

览专门组织的“八八战略”实施 20

周年艺术特展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

程；其余作品，来自“百年追梦·浙江

省美术书法精品创作工程”“历史的

凝眸——浙江历史文化重大题材

美术创作工程”“最前线”等浙江重

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以及浙江入

选全国美展、全国青年美展的优秀

作品，充分展示了浙江作为全国重

大题材美术创作“国家队”的实力

与风采。

参展作者均为浙江一线的美

术、书法创作人才，其中 15 位美术

家的作品被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收藏。比如，书写《八八战略》一组

八幅书法作品的分别是沈定庵、金

鉴才、朱关田、王冬龄、鲍贤伦、陈振

濂、卢乐群、林剑丹等在全国具有声

望的书法大家。

中国文联副主席、浙江省文联

主席许江谈到，这个系列均创作于

“八八战略”提出初期，“艺术家们意

识到，一方面浙江有文化优势，艺

术创作就是这个优势的主战场；另

一方面，艺术家又有宣传、表现新

时代的责任，是这方面的生力军。

所以，他们在十几年前，就以高度

的自觉性泼墨挥毫，形成了这批创

作。”

以优秀的艺术作品来准确宣

传、生动表现“八八战略”的意义和

实施，是新时代主题艺术创作的核

心任务。浙江在全国率先开启了历

史重大题材的创作局面，形成了浙

江美术创作的一个独特现象。

“艺术家把自己的创作和‘八八

战略’联系在一起，在这个高度上，

重新感受自己所画的历史事件，感

受人民的力量。这里有一种人民

观，有一种文化观。”许江表示。

浙江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

书记处常务书记杨守卫表示：“文艺

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反映时代是文

艺工作者的使命。20 年来，‘八八

战略’引领浙江发生精彩蝶变、实现

伟大变革，也为我省文艺创作提供

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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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心追梦——“八八战略”实施二十周年艺术特展

时间：9月9日~9月25日

地点：浙江展览馆4、5、6、11、12号厅

展厅中的 88 件（组）作品就像历史的窗口，见证着二

十年来浙江全领域各方面的精彩蝶变。创作者深入一线

观民情、听民声，还原了“八八战略”在之江大地的生动实

践。

展览现场，一幅油画《美丽乡村建设》以含黛青山和连

片茶田为背景，定格了采茶女田间歇息的瞬间，看上去特

别亲切。

“我想通过‘特色’展示乡村美丽，让画面富有强烈的

感染力。”作者孙景刚介绍，2018 年 4 月，他与朋友前往龙

坞茶村，看到了沿山峦起伏的一垄垄茶田，“这不正是‘特

色’十足的美丽乡村典型范例吗？”

画中的每个人物都是真正存在的，“中间的大姐是最

热情最爽快的；前面的女孩是上山送午饭的，正在招呼采

茶女，她是这张画里的主角；左侧的小女孩带着一只小狗，

活泼的样子很有时代气息；她身边 50 多岁的大姐来自河

南，性格豪爽。知道我是画家，她说‘随便拍，但要真的把

我画进去哦’⋯⋯”

鼓舞人心的创作，往往以真实的生产生活场景为原

型，《七月骄阳》就这样带着汗息闯入参观者的视野。

浙江作为经济发达的沿海开放地区，外来务工群体人

数庞大，他们为浙江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为还原出

更真实的外来务工群体的形象，沈晓明在创作前期的半个

月里，几乎每天带一个大西瓜去滨江的一处工地，寻找符

合主题的人物形象。沈晓明捕捉到了不少生动的神态形

象，也用画笔刻画下那些天的记忆中最强烈的感觉——烈

日下尘灰满身的斑驳。

深入一线创作，艺术还原生动实践、时代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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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让人看了荡气回肠的展览。”中国文联副主

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在看完艺术特展后

说。

这 88 件（组）在“八八战略”引导下的主题性创作，不

仅用鲜明的形象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的健康发展，也

集中体现了浙江艺术发展上的题材创新、技法创新。

展览上，有关人工智能、数字化题材的作品，就有七八

件之多。

在开篇板块的油画作品《实施数字经济创新提质

“一号发展工程”》中，浙江省油画院的画家们用电子符

号、集成电路来展示人工智能。画面中央的小孩，仰望

星空，撑开双手，以拥抱的姿态迎接未来的新时代，画面

把非常抽象的数字经济以一个朗朗升起的生动态势表

达了出来。

国画《温州模式》表现的是一个很抽象的主题。画家

黄骏、彭剑以当代艺术语言阐释故事，画面场景设定在以

温州“五马街”老街场景为主体的基调中，五匹马的雕像贯

穿于画面的历史情境中，并运用了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

把马的忠诚品质和奔腾的神韵，赋予温州人在改革开放进

程中的精神气质里。

这样的题材是对创作者提出的挑战。许江表示，很多

作品都特别出彩，让他非常意外，这是艺术语言的磨炼与

创新。

国画《西泠印社》把无法在一个时空里出现的人物进

行了世代空间的切割与组合——用勾栏和树干，把创建印

社的一代人和在改革开放后至上世纪末带领印社的两代

人，巧妙地放在一起。

《良渚和河姆渡考古》的创作者则用密密麻麻交织重

叠的游客，把两处考古代表性的文物串了起来，其中用到

了饾版印刷。饾版是明代的一种印刷术，这幅画的创作中

其实只刻了 8 块版的人物，但在 8 块版的不同排列与组合

下，最后形成无穷的变化，版画气质也因此丰富而统一。

现场观展的很多嘉宾表示，这次特展在宏大叙事的主

题下，又无比契合当下时代的脉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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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铭心追梦——“八八战略”实施二十周年艺术特展在浙江展览馆举行了开展仪式，展览上88件（组）艺术作品涵盖书

法、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粉）画、雕塑等多种表现形式。

这场集结了浙江百余位一线艺术家力作的展览，生动展现了“八八战略”实施20周年的浙江巨变，充分彰显“八八战略”的

时代价值与全局意义。

展览由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中国美术学院联合主办。

一场特展以艺术的方式解读“八八战略”实施二十周年

铭心追梦，还原之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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