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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在这样一个崇尚劳动、致敬劳动者的日子里，我们举办“国家

艺术基金河北古村落主题美术作品巡展”，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次巡展，参与的画家既有来

自京津冀三地的，也有来自全国其他地方的；不但在这里展览，还要到天津、北京展览，有

第一站，还有第二站、第三站。前来参加开幕式的还有很多关注、支持美术事业和文化发展

的媒体朋友。可以说，今天这个展览影响广泛、意义重大。

从我个人来说，看到这么多优秀的作品，接触到这么多出色的画家，既是一个精神收获，

也有很多心灵感触。我曾经在太行山区的邢台工作 6 年，实地去过很多古村落。那个时候，

这些古村落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古人就地取材、以石建房的智慧，对他们顺应自然、

天人合一的审美哲学，叹为观止，敬佩之至。现在，我们的画家以现代的审美和精妙的构图，

去表现、解读、品味这些历史深处的古村落，赋予它们以新的生机与活力。画作中的建筑和

村落，它的结构、朝向，加上艺术家的起笔、构图，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充沛其中。我以为，

这既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再现，也是美术创作的时代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对

于广大画家来说，新时代推动美术创作不断攀登高峰，就一定要关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文化、美术领域的体现。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

画家，大部分都工作、生活在城市。就像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那句话一样：城市，让生活

更美好。但是，城市生活也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在城市里久了、惯了，往往就会遗忘

农耕文化，割断了“乡愁”。特别是在城镇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往往强调城市中有形

的建筑。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忽视文化传承，缺少文化生态的健康发展。一旦我们有机会深

入农村，就一定能够深刻体会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在何处。

最近，雄安新区规划方案已经公布。习近平总书记对雄安新区规划建设高度重视。作为

总设计师，总书记讲了四句话，就是：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其中，

“世界眼光”实际上就是讲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就是说我们不能只注重看得见的物质世界，

还应该注重看不见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它的核心就是中华文化。所谓“中国特色”，

说白了，就是中华风貌。回顾历史，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现代文明，这几个阶段，我

们走得有点快。以至于一定程度上我们忘记了来时的路。而艺术家就是要通过艺术作品来抵

抗遗忘。如果 30 年算一代人的话。我们这代人的使命就是把我们这一代乃至上一代人甚至

更早的古村落文明记录好、保存好、传承好。画家通过画笔来描绘，文学家通过艺术作品来

描写，建筑家通过建筑符号来传承。这些都是中华风貌。

党的十九大提出“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即：在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再奋斗 15 年，在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 2035 年

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 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人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还有两

步走。但是，如果我们还不注意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到 2035 年实现现代化的时候，我们

很有可能就看不到自然的山，看不到纯净的水，甚至我们的心灵也会受到污染，那么，“乡

愁”也就会割断。

正是基于这些考虑，多年来，我们坚持举办“走进太行”主题实践活动，组织艺术家们

走进大自然、亲近大自然、描绘大自然，从大自然中得到启发、获得灵感，特别是从河北古

村落中找到中国文化的根。这些年来，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美术作品，每年都举办展览。尤其

是近三年版画、油画、国画古村落主题的采风、写生、创作、展览活动，不论是从作品本身

的构图、色彩、创作来讲，还是从作品的艺术品位、表达的人文精神方面，效果都是一年比

一年好。并且，通过这些年不断的坚守、锻炼，参与的画家越来越多，影响力越来越大，已

经成了河北甚至京津冀乃至美术界的一个品牌。以后，我们还要持续办下去，甚至从“走进

太行”延伸到“走进燕山”“走进雄安”。这是我们文化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也是我们的文

化担当。

我希望，这个展览能够在全省、在京津冀乃至全国美术界产生积极的影响。我相信，通

过广大画家的努力，通过媒体的宣传，活动的影响会更大，会有更多的人喜欢大美河北，喜

欢太行、喜欢燕山、喜欢雄安。同时，我也希望美术理论界可以围绕这一现象，就这一美术

活动的主题和所承担的使命，做更深入的研究、宣传和推广。

最后，预祝展览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深入村落 扎根人民  描绘古风 锁定乡愁
      ——在国家艺术基金河北古村落主题美术作品巡展第一站（河北美术馆）开幕式上的讲话

河北省文化厅党组书记  王离湘

2018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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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

强。河北历史上人文荟萃，文化积淀深厚，拥有很多承载着深刻历史文化的古村落，这些古

村落既具有太行文化的共性，又有着不同差异性，不但镌刻着历史文化的印记，同时也有很

高的审美价值，是河北省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

本次展览是河北省“走进太行”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围绕河北古村落这一

文化视点的系列活动的延续，其艺术特色和价值意义也得到了国家艺术基金的认可，成为

2018 年度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走进太行”活动是由河北省委宣传部、

河北省文化厅主办的大型美术写生、创作、展览活动。自 2009 年至 2015 年，“走进太行”

活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凝聚河北美术家的重要平台，对繁荣河北美术创作发挥了较大的促进

作用，是河北省知名文化活动品牌，并被文化部列为重点扶植的创作项目。2015年至2017年，

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留住青山绿水，记住乡愁，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美丽乡村计

划”，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邀请部分美术家与河北美术家一起开展了“河北古村落”系列主题

创作。逐步把“走进太行”这个创作主题，不断向纵深发掘，不断深化强调主题性创作。在

这一系列的创作活动期间，我们先后邀请了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吴长江、中国美术家协会

副主席李翔、中国油画院院长杨飞云、中国美术馆副馆长胡伟、《美术》杂志主编尚辉等艺

术大家到创作基地进行指导，使“走进太行”大型写生活动的整体水平得到了提升，内容层

次不断丰富，辐射与带动作用初步显现，不仅成为凝聚和培养河北美术人才的重要平台，更

是河北与京津及其他各省开展美术创作交流的重要平台，是弘扬太行山区文化的重要载体，

让更多的观众重新认识到这些古村落的历史文化和审美价值。

本次展览将展出以京津冀三地美术家为主，结合部分特邀美术家创作的以河北古村落为

题材的国画、油画、版画等 150 幅美术作品，这些作品将于 2018 年 5 月到 8 月期间，分别

在河北美术馆、天津滨海新区美术馆、北京 81 美术馆举办展览活动，届时将出版展览同名

画集，并举办学术研究活动。也希望通过此次展览丰富与发展河北省的美术事业，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加快推进新时期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建设。

河北美术馆（河北画院）馆长 李彦鹏

2018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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