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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专题

延安版画艺术中心的启用给各美院高校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希望版画工作者发挥创造力和创新性，注重学术性、艺术性、思想
性，以新时代、新生活为根本，以版画的时代现场为学术主题，秉
承时代精神和专业探索的宗旨，推动版画创作的发展与版画研究
的深化。

作为鲁艺的后代，我一直跟延安鲁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就
像家人一样。今后，我也会全力以赴支持延安版画艺术中心的工
作，积极参加各类活动，继续传承好红色基因，弘扬好鲁艺精神，
让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更好地

“担负新使命、谱写新篇章”，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贡献更
多文艺力量。

（记者 方大燕 刘小艳 刘彦
整理）

让宝塔山下的版画再度熠熠生辉让宝塔山下的版画再度熠熠生辉
——延安版画艺术中心启用座谈会发言摘要

延安版画作为20世纪中国美术，尤其是延安红色文化中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艺术类型，自诞生之日起，便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紧密相关，并在火热的斗争、生产中成长、发展和壮大。进
入新时代，延安版画对于推进当代中国美术创作发展，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6月25日，延安版画艺术中心启用，受到了美术界的关注，一批知名专家学者、版画传承人汇聚延安，见证这一历史时刻，回顾它的光辉历程，并表示要赓续延安木刻版画传统，推进版画
艺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文化自信自强，凝聚奋进新征程的精神力量，让艺术更好地关注现实、深入生活、反哺社会、服务人民。本报今天刊登部分发言摘要，以飨读者。

延安版画艺术中心“盛装”启用，不仅为全国艺术家创作提供
了新的交流平台，更为延安开启了新的艺术之窗，让艺术之光照
耀更多的文艺工作者、爱好者，让延安城市发展拥有更加开阔的
文化气度，让我们通过版画来感知那个时代的记忆和温度，让每
一幅版画背后的故事在延安版画艺术中心绽放，真实地向世人展
现中国革命文艺波澜壮阔的时代宽度和历史深度。

在新的时代，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精神，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发挥延安文艺精神发源地教育功
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挖掘整理继承延安革命文艺、
木刻版画艺术传统，把现场教学放在延安版画艺术中心，创作出
无愧于时代的作品。

延安是中国革命美术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延续了中国新兴木
刻运动精神，诞生了充满人民性和战斗性的延安木刻艺术，是中
国现代美术史发展中的辉煌篇章。延安版画艺术中心的建立对
艺术家采风创作、艺术培训交流、文艺志愿服务、艺术展览展示、
文创产品研发都有重要作用，对促进当代版画艺术创作具有重要
意义。

我们将以延安版画艺术中心为切入点，让青年在窑洞中感悟
革命文艺、激发创作灵感，让版画文化根植于青年人的爱国情怀
之中，让木刻作品富有灵魂，让文化自信自强在版画艺术中绽放
新光芒。同时，我们将确定出有效的方式方法来推进延安版画艺
术中心相关活动，共同努力打造一个中国的美术品牌。

青年如同清晨的太阳，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青年作为新时
代的开拓者和祖国未来的接班人，被赋予了新的责任与使命。青
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
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给他们提供更多条件和机会，有益
于国家文化事业的传承和发展。延安版画艺术中心的建立，不仅
赓续了延安木刻版画传统，推进了版画艺术进一步实现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且有助于增强青年的文化自信自强，凝聚奋
进新征程的精神力量。

今后，希望高校和地方的合作更加紧密，不仅在版画领域，也
希望在油画、雕塑等方面可以全方位交流，让学生们可以更好地
体会生活、感受生活、融入生活，走到人民中去，积累更多的创作
素材。

1942年 5月，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
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毛泽东指出文艺要为最广
大的人民大众服务，文艺工作者不能脱离群众，不能关门提高，
这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延安版画艺术中心的启用，更有利于传承延安革命木刻艺术
的传统，展示延安精神的时代内涵，探索文艺工作常态化的“深
扎”机制，激励全国各大专业高校加强版画艺术的共建合作，让更
多学生了解延安精神，传承发扬木刻版画艺术，通过艺术赋能助
力延安革命老区的文化建设、文旅事业发展，让版画艺术中心建
设持久下去。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摇篮，也是新
中国文艺思想的发源地。延安版画艺术中心的成立是一件盛事，
探索建立了文艺工作者常态化“深扎”机制，打通了艺术家“生活
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的“最后一公里”，在中国美术界引起了
很大的反响。

延安版画艺术中心可以说是中国现当代版画的一个新的起
点，体现了思想性、艺术性、实践性、多元性，希望来这里创作的文
艺工作者都能真正实现“生活体验待得住、生产创作留得下、作品
影响传得开”。同时，中国美术学院在版画艺术创作的几十年中
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愿意与大家共同交流，期待在延安也能创造
更多的成果。

新时代新征程，文艺事业正青春。版画的发展已经不是一
个独立的学科，新时代年轻的学生们对版画的热情和版画的期
待也是非常高的。延安版画艺术中心的启用将探寻本土原创与
文化造血之路，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促进地方文化建设更上
一层楼。

延安版画艺术中心应该如何跟高校合作共建，需要我们一起
沟通对话，去梳理对接的方式、合作的模式。高校作为一个产学
研一体的单位，更多的实践才能促进高校的发展。我们将积极参
加到延安版画艺术中心基地的建设上，中央美术学院将会尽全力
助力版画事业的发展。

延安版画既参与了中国现代艺术的进程，也参与了中国革
命的历史进程，不仅是民族精神的集体记忆，也是讲述党史的重
要载体，更是延安精神的具体体现。进入新时代，延安版画对推
进当代中国美术创作发展、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依然具有重要
意义。

希望采取一种共建的合作方式来实现艺术价值，让更多的学
生和青年教师来延安鲁艺接受艺术的熏陶和洗礼，努力创作出打
动人、感染人、激励人的木刻版画，让观者的情感与之激荡和共
鸣，共同感受时代之变、中国之进和人民之呼。

我们以前理解的艺术是上层建筑，回望延安时期，在物质匮
乏、条件艰苦的环境下，延安版画却朝气蓬勃、激情燃烧、充满生
机，产生了非常多的优秀艺术作品和艺术家，这在此次延安版画
艺术中心展出的作品中可以深刻感受到。

这种精神对正在进行的中国式现代化同样具有引领作用，这
就需要我们牢牢把握延安文艺方面的几个特征。一是本土的民
间作品，陕北百姓参与的艺术构成了一种艺术的人物性；二是红
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走到了陕北，革命思想构成了艺术的革命
性；三是全国各地的艺术精英、文艺青年汇集到延安，构成了艺术
的多样性、学术性；四是部分国外的记者、作家带来世界的思想，
使其具有国际性、开放性。

新时代的美术，应该坚持人民性、多元性、开放性、国际化，只
有这样的艺术才有生命力。四川美院作为艺术院校，希望能更多
汲取延安文艺的力量，把延安鲁艺文化中心作为学生理论课的学
习基地，共同打造一系列精品课程，同时把这里作为学生作品展
示的窗口、学术交流的平台，让延安文艺持续产生生机和活力。

延安时期，古元、彦涵等众多版画家曾在这片红色土地上扎
根人民、深入生活，用带着温度的刻刀，以呕心沥血之作与时代同
频共振，为中国版画史、中国现代美术史写下了不朽篇章。

上海美术学院传承了1912年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海派
美术精神。海派美术教育历经150余年历史，形成了兼融中西、蓄
积南北、广纳八方的历史文脉，其独特风貌和品格，既缘于上海特
有的国际都市地位和文化生态，也与上海较早受到东西方文化交
流的熏染、海上文化观念意识超前有关。

延安、上海同为红色文艺热土。延安版画艺术中心启用，为
全国艺术家创作提供了新的交流平台。上海美术学院将积极传
承鲁艺薪火，“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造机会让上海美术学院更
多的师生来到延安，追寻中国美术红色基因，见证延安版画璀璨
辉煌。同时，我们将秉承海派美术精神，发挥上海“大码头”的优
势，进一步建强上海美术学院，特别是版画系，强化国内国际交
流，让中国版画走得更高更远。

延安的版画为何至今依然璀璨，依然令人激动，是因为它依
然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延安时期延安的木刻刀是自己动手
做的，延安印刷版画的纸张是359旅自己生产的马兰纸，延安画素
描的炭条是他们用树枝裹上黄泥，烧制后自己制作的，在当时物
质如此匮乏的年代，依然创作出如此精彩的作品。

延安版画艺术中心的启用，为各院校提供了更好的平台，
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版画和提升版画艺术创作水平。如今，版画
发展的接力棒已经传到了当代年轻人的手里，相信在大家的共同
努力下，更好地传承父辈的文艺精神，讲好版画的故事，版画艺术
将会发展得更精彩。

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主任孔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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