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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舒勇“每日一画”——

绘 就 新 时 代 中 国 精 神 长 卷
马 君

世界艺术史上每一件经典的画作，都是艺

术大师灵感和激情迸发的产物，它们唤醒我们

的心灵，带我们到身体无法抵达的远方，是另外

一条与世界对话的路，也是另外一双看清这个

世界的眼睛。

作为一名知名的自由职业美术工作者，

舒勇创作的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创作主题随

时代而动，在一次次创作中展现着中国之变、

中国之美，他找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与

世界对话。舒勇在公共艺术领域的实践与探

索，展现了文化对社会的塑造能力。在近 30

年的艺术创作生涯中，他打造了一件件熔铸

时代内涵、具有现实性内容以及学术性特质

的作品与社会互动，让世界倾听中国故事、读

懂中国。

舒勇创作的“每日一画”，始于 2020 年 1 月

26 日，是以疫情生活为背景，把新时代的中国

精神从个性到共性转换的一种艺术解读。这

些作品超越个体审美范畴，是将中国传统山水

画 融 入 到 当 下 现 实 环 境 中 的 一 次 探 索 和 挑

战。通过这种创新性的创作方式，他对话传统

和当代，链接过去和未来，在每一个创新主题

中呈现出温度、思想和引导人类追求美好生活

的强大力量。“每日一画”生长在真实、富有质

感与温度的现实土壤中，主体是“人”，核心在

“情感”，像一面镜子真实反映中国人民在内忧

外患中磨练出以爱国主义为主要表现的中国

精神，歌颂了伟大的平凡。作品展现了中国人

民迎难而上、自强不息的英雄气概，也表现了

中国人民豁达开放、担当责任的宽广胸襟。

“当代中国精神是我近 20 多年来坚守创作

的一大灵感，中国抗疫精神更是要深入挖掘和

弘扬的。这似乎是我一直以来的责任和使命。”

舒勇表示，“每日一画为了什么？是让失望变为

希望，让颓废转为活力，让静止化为创造。”面对

“每日一画”这千幅作品，如同一片艺术的汪洋

大海，每幅画里都有一段从正常到超常的过程，

有一个熟悉又陌生的故事。世界上本来存在的

形象都演变成为舒勇头脑中和画笔下的意象，

让我们的眼睛和心灵受到双重震撼。

对话艺术史

在舒勇“每日一画”创造的众多意象中，

《同呼吸共命运》系列大概是最简单至极的表

达。作品运用“肺”的基本形态作为背景容器，

将世界各国著名艺术家作品及思想融进了这

个基本形态的肺容器中。以此来表达，我们

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地方，来自不同的国

家，拥有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文化，但

是我们有同样的肺，呼吸在同一

片蓝天下。

我们伫立在画作前，看到的是什么？是艺

术史的一个切片？还是艺术家之间跨越时空的

心心相通？

纵观世界，艺术史从来也折射着人类的思

想史。舒勇每日一画《同呼吸共命运》系列与世

界艺术史对话的背后，是新时代中国世界观和

价值观的智慧表达。艺术创作就是一个时代的

缩影，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特点。古希腊的灵

动，古罗马的静穆，中世纪的呆板，文艺复兴的

真实，巴洛克的华丽，洛可可的纤巧⋯⋯“美美

与共，各美其美。”长久以来，如何在不同民族、

不同国家、不同价值观念之间，从纷繁复杂的价

值差异、价值分歧和价值冲突中，推动价值共

识、价值互信、价值和谐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

摆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的重大问题。同呼吸共

命运是人类永恒的信仰，当一种信念达到极致

时，它所诞生的艺术形态，便成了这些拔地而起

的人类奇迹。

《同呼吸共命运》这一和而不同、兼收并蓄

的文明价值理念的艺术化表达，不仅反映了中

华民族的价值追求，也凸显了当代中国坚持开

放包容、和平发展的坚定信念，为人类文明进

步带来了智慧启示，以积极的行动推动世界文

明向前发展，运用与时俱进的“和”文化理念，

讲述中国故事、传播“和合”智慧，引领国际新

秩序。

对话自然

曾经有人问毕加索：“什么是艺术？”毕加索

的回答是：“什么不是艺术？”20 世纪实验艺术

的先驱，纽约达达主义团体的核心人物马塞尔·

杜尚曾经说过：我最好的作品就是我的生活。

艺术反映出社会生活的状况，而社会生活也影

响着艺术的表现，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影响。舒

勇在“每日一画”整个 1000 幅作品中，将大量的

社会生活动态幻化成各种形态的山水，特别是

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主题，以张家界绝版

山水风景为素材的一大批作品，是“每日一画”

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8 年德国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提出了

重要的艺术学说“社会雕塑”，雕塑自己力所

能及的范围——日常生活和日常政治，

在微观的层面去思考和解读社会问

题 。 正 是 基 于 此 ，舒 勇 的“社 会 山

水 ”成 为 他 释 放 所 有 创 造 力 的 载

体。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

科 技 让 人 类 离 自 然 越 来 越 远 。

可这时，舒勇却返璞归真，认认

真真地描绘最原始的人对自

然、对生活的感念，只有回归到自然，我们才能

领悟到生命的真谛。

印象派代表人物、创始人之一法国著名画

家莫奈凭借对大自然的爱和对艺术的创新追

求，翻开了西方美术史新的一页。

今天，我们从历史和美学维度来看舒勇的

“社会山水”系列作品，能够感受到他为了探索

而探险，为了求知而求智的初心。他将传统的

山水美学引入到新时代，并形成了新时代的政

治美学，呈现当下新时代中国社会的立场。一

个社会坚守怎样的立场，深刻反映着其社会的

理念和发展方向。坚守人民立场，核心就是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的

价值追求。

而此时，我们再次回看舒勇的“社会山水”，

充满了激情、气势磅礴。以中国人民喜爱熟知

的山水画为载体，引领我们重温中华民族数千

年的奋斗史，展现出中国人民在经历风吹雨打

后，依然坚定信念、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这既

是重要的时代表达，也让我们在视觉盛宴中找

到精神之源，与时代同频共振，砥砺前行，彰显

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深刻内涵。

对话心灵

我们并不否认高手的才华与努力，但真正

让他们成为大师的，是他们有意无意地作出的

正确选择，以及选择背后隐藏的规律伟力，这放

大了他们的努力，让他们实现了跨越式成长。

舒勇用行动告诉我们，追求艺术不仅仅是靠天

赋，克服孤独和劳苦带来的磨难也同样重要。

正如他所说的：“如果知道我为‘每日一画’所付

出的努力，就不会感觉如此神奇了。”

“每日一画”对于舒勇来说，更像是自我内

修的一种方式。“过去，我画的时候，面对的是世

界、是社会，如今我更多面对的是自己。‘每日一

画’让我喜欢平淡、更加安静，这样的日历式创

作，让我在内观、自省的同时也得到艺术创造力

的提升。”今天，当我们看到第 59 天开始连续数

日完成的《疫情结束时间预测山水图》组图的连

绵曲线，看到第 61 天《休舱大吉》作品上坚定迈

进的步伐，也许，我们对那个真实的大家共同经

历过的阶段，有着另外一种美好的理解和温暖

的回忆。印象派著名画家雷诺阿说过：“痛苦易

逝，但美永恒。”只有内心感受到世界美好的画

家，才能用笔把欢乐带给世人。

有人困于生活的琐碎庸庸度日，也有人不

甘平庸，在彷徨中奋力向前。舒勇在《一起向

未来》系列作品中为我们开辟了一个逃离单调

现实的梦幻世界，简单朴实的平面化特征，可

爱的冰墩墩和雪容融形象高度概括、简洁又形

神兼备，富有形式感、秩序感、韵律感，具有强

烈的装饰性和形式美感，他对色彩的使用结合

了综合主义风格，将我们卷入另一个时空，这

就是艺术想象力的魅力所在。透过绚烂丰富

的画作，我们看到的是舒勇饱满而热烈的心

灵，是最纯粹的情感流淌，是源源不绝的热切

期待和渴望。

对话未来

时间是有刻度的，但又无法丈量。为什么

要每天去画一幅画，舒勇给出的答案是坚持。

在面对一个全人类遭遇的重大灾难时，不

是简单的一幅画或者一篇文章就能说得清楚

的，疫情形势每天都在变化，而所有变化的过

程都见证着这个时代的变迁。放在历史的长

河来审视，舒勇“每日一画”的坚持和坚守，不

仅在当下这场席卷全球的灾难中具有愚公移

山、水滴石穿的精神力量，而且在整个世界抗

疫史上和美术发展史上，都具有独一无二的标

志性意义。

10 月 22 日是“每日一画”的第 1000 天，这

一天，舒勇用朱砂一笔一画、规规整整写了 200

个“ 正 ”字 ，刚 好 1000“ 画 ”，每 一 画 代 表 每 一

天。在这幅作品的创作中，200 个“正”字不仅

是一个计数的时间概念，更是一个书写新时代、

讴歌新时代的文化见证，画面简洁独特，而且满

满的正能量。舒勇巧妙地用“正”字计数概念与

“正”字的深刻含义，精准表达了中国抗疫精神

在 1000 天以来这个艰苦卓绝过程中的深刻内

涵，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担当。舒勇用艺术家

的敏锐感知，将伟大的民族精神以艺术的方式

进行浓墨重彩的表达，努力让恐慌的人们看到

明天与希望。在这个过程中，也让舒勇找到了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的使命。

这部讲述中国抗疫故事的“美术日历”，用

艺术与世界对话，去看见人类细微的情绪，看

见一种更整体的国家和社会的结构，看见世界

上不分种族、文明、国别的各个板块之间的联

系。这批诞生于新冠肺炎疫情灾难中的绘画，

不仅将为夺取抗疫斗争胜利提供有力的价值

引导，也将成为中国画发展历程中具有独特创

造力的代表作品，引导人们不断攀升精神与审

美的高度。

（作者系北京舒勇美术馆馆长）

找寻文旅产业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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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琴澳旅游业务联

盟 成 立 ，该 联 盟 将 联 合 澳

门、珠海横琴旅游界共同开

发客源市场、共同打造“一

程多站”旅游产品体系、共

同 建 设 面 向 国 际 的 旅 游 目

的地。

今 年 以 来 ，在 广 州 、珠

海、澳门等多个城市，政府、

行业协会、龙头企业为重振

文旅业作出种种努力，试图

为受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的文

旅市场注入新动力，寻找文

旅产业发展的突破口。

如 何 加 快 文 旅 产 业 发

展，成为摆在各地的一道难

题。笔者看来，各地可从打

造地方品牌、发力文旅营销、

抢抓潮流机遇、建好企业矩

阵等多方面着手，坚持以文

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

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深耕细

作、久久为功，提升产业能级

和核心竞争力。

首先，从顶层设计入手，

打造地方特色品牌。遨游都

市村庄、寄情山水田园、享受

繁华便利，都是新时代人们

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地方的

文旅项目、企业、产品与服

务，与当地本身的文化氛围、

生活方式、自然景观等融为

一体。在文旅融合的视角下，重视挖掘地方文化

内涵、塑造地方文旅品牌，点亮地方文旅特色显得

至关重要。各地应以顶层设计的高度，从本地优

势资源和禀赋入手，提炼“文化元素”和“地方特

色”，优化文旅产业营商环境，让地方文化品牌有

口皆碑、深入人心。

其次，开展主题明确、丰富多样的文旅营销活

动。以城市、行业、企业、项目等为主体，通过内

容、跨界、创意等多种手段，借助移动互联网、节

庆、会展等平台，策划品牌文旅营销活动，创造新

形势下的混合消费新业态和引领消费的文旅新风

尚，形成地方品牌、营销品牌与文旅“流量”之间的

良性互动，让地方和文旅项目成为高品质的“文化

打卡地”。

再次，要紧跟市场变化、号准市场脉搏，想方

设法为消费者的文旅体验提升价值。文旅市场的

消费行为始终存在，企业的产品、服务与模式应当

随市场灵活调整，“守正”与“创新”要成为新常态

和主旋律。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近郊游、本地

游的兴起，露营、飞盘等户外运动的出圈，混合消

费业态的普及，无不对文旅企业和项目的经营提

出了新的要求。更容易作出消费决策、让消费体

验变得更有趣、给消费者带来的价值更大，才是

“拉新”和增加复购率的关键。

最后，以龙头企业为引领，握指成拳，形成文

旅企业矩阵。企业和项目不仅是文旅行业创新的

主体，也是挖掘内需解决就业的主要载体。对展

会、推介会等促进文旅消费的活动给予扶持，在政

府采购、购买服务等方面适当向文旅企业倾斜，更

大力度、更切实际地实施助企纾困，鼓励企业创新

转型，帮助企业走出经营难关，建好文旅行业可持

续发展生态，是产业长期繁荣的关键。

冬日游热度上升
本报记者 李己平

12 月 7 日，大雪节气，也是吉林长春天定山滑

雪场疫情后重新开放的第二天，漫天飞雪，为迷蒙

的雪场增添了丝丝浪漫。王亦菲与男朋友在赛道

上意犹未尽，昨天他们享受了“嗨滑”双人游套餐

夜场。

天定山滑雪场新闻官蔡慧瑜说，受疫情影响，

来景区游玩的多是长春市和周边县区“滑友”。根

据这种变化，雪场增加夜场硬件建设，辅以民宿、绿

色有机蔬菜的餐饮业，把本地客户牢牢把握住。

张佳嘉一家人都买了“助滑产品”套餐，年

轻人去滑雪，老年人在民宿打麻将，唱卡拉

OK。张佳嘉说：“最高兴的是老妈，发了不

少朋友圈，还商量着再续住 2 天。”

长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新

闻处长王丹说，周边游、近郊游是近年全力开发的产

品。各滑雪场都开发了夜场，来拉长滑雪时间，让

“滑友”尽情畅滑，雪场也因此增加了收入。长春市

周边的滑雪场互学互鉴，经营管理能力提升飞快。

长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曲笑说，从

今年中秋、国庆等假期的市场表现看，由本地游、周

边游构成的旅游微循环是长春市今年旅游市场的

新常态，户外型、田园型景区景点备受游客喜爱。

“比起走马观花式旅游，近郊游场景多、体验

感强、参与感强。”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金

振林说。

“网红”民俗旅游目的地延边州和龙市光东

村，推出了朝鲜族服饰体验、打糕和朝鲜族美食制

作等活动。延边光东朝鲜族民俗旅游服务公司总

经理杨丽娜说，去年光东村接待游客 30 万人次，今

年投入 1000 多万元新建了稻禾间童野乐园，对村

里 45 间民宿进行升级改造，针对年轻游客需求，增

加了烧烤、咖啡等项目。

“村里打造的乡土气息的烧烤园区已被批准

为 2A 级旅游景区，烧烤广场日收入超过 2 万元。”

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市永平乡九连山村党支部书记

杨景龙说。

“星空咖啡、桌游书屋、精酿啤酒烤肉、露营火

锅、骑行运动、萌宠互动、户外篝火、露天电影⋯⋯

营地活动可谓精彩纷呈。”长春莲花山实业集团市

场经营部部长程泽说，公司今年承办了吉林省首

届露营节，销售各类露营装备及营地服务约 854 万

元，拉动消费 4000 多万元。

吉林省旅游部门因势利导，发挥市场力量，鼓

励旅游企业转变传统经营方式，发力乡村游。吉

林省文化旅游厅推出十大乡村旅游精品村；各地

各部门整合资源、资金、力量，出台政策举措，有效

破解乡村旅游发展瓶颈；全力打造多元化产品业

态，多样化、新奇化、高端化的乡村旅游产品层出

不穷⋯⋯如今，吉林已经形成乡村游的“吉乡”品

牌效应，乡村游的文化底蕴不断丰富，涌现出延边

州大关东文化园、长春天定山民宿与净月友好村

等一批热门户外景点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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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勇创作的舒勇创作的《《同呼吸共命运同呼吸共命运》》系列作品系列作品。。

舒勇创作的《一起向未来》系列作品。

舒勇创作的《众心成城》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