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

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在发展

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022年 10月 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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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激荡起文化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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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有常，利民为本”语出 《淮南

子·氾论训》：“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

教有经，而令行为上。”意思是，治理国家

有不变的法则，而让人民获得利益是其根

本；政令教化有固定的模式，但有令必行

才是上策。

以民为本的思想，在中国的文化传统

中有着极其深远、悠久的历史渊源，其开

端至少可追溯至虞夏商周时期，尤以 《尚

书》 的记载最为久远。翻开 《尚书》，在

《五子之歌》《禹贡》《牧誓》 等多篇中可以

看到，为政者们总结兴亡得失，提出了

“民惟邦本”“以德化民”“保民”“人本”等

思想，深远地影响了后人。中华文化理念

中，始终把“民”的重要性强调再强调：“天

地之大，黎元为本”“治政之要在于安民”，

人民是治国理政之本，百姓苦乐就是国家利

益；“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天下何以

治？得民心而已”，民心是朝代兴废之由，政

权的成败在于人心向背；“圣人无常心，以百

姓心为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爱

民是君子最高的价值追求。在民本思想的

浸润下，一代代仁人志士为天下苍生、黎

民百姓，愿舍生取义、死而后已。

敬民、爱民的高尚情怀，表现为安

民、利民的民生实践。古人说“安民则

惠，黎民怀之”“德惟善政，政在养民”，

从政者往往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

目标，做到“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

之事，毫末必去”。写下“国以民为本，社

稷亦为民而立”的宋代大儒朱熹曾多次担

任地方官。每到一处，他都在极力践行着

自己的民本主张。在浙东为官时，他出行

视察“按行境内，单车屏徒从，所至人不

及知，郡县官吏惮其风采”。其轻车简从的

目的，就是为了“访民隐”。主政闽北时，

朱熹与民众打成一片。他在诗作 《谢客》

中这样写道：“野人载酒来，农谈日西夕。

此意良已勤，感叹情何极。”几位老农将自

己酿制的酒在夕阳将落时从崎岖的山道中

送与他品尝，他为此深感过意不去，一再

叮咛他们“归去莫频来，林深山路黑”。

爱民、富民、保民、养民、利民的民

本思想，古往今来各家学说的表述虽然不

尽相同，但皆是一个“民”字贯穿其中，

终而殊途同归，源源不断汇入中华传统文

化的历史长河。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将民本从理想变

为现实的政治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宣言》 郑重宣告：“过去的一

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

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中国共

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为人民谋幸福，为

民族谋复兴，是始终不渝的初心使命。

从着力“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

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

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等群众关心的一

切问题，到土地革命等保障群众利益的实际

行动；从“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

自己”的价值取舍，到“不把人民拯救出苦

难，共产党来干什么”的铿锵誓言……为了

人民幸福，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勇往直前以

赴之，艰苦奋斗以求之，殚精竭虑以成

之。党的根本立场和宗旨，从来不是玄妙

而抽象的理论，而是具体而生动的实践。

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

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

衡量发展、评判工作的标尺。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和水平，不断满

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一以贯之、坚定不

移。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

“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的共同富裕，在发

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方位改善人民生

活；“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

量”，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

作主；以民心定义“最大的政治”，坚定不

移“打虎”“拍蝇”“猎狐”，坚持纠正一切

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和不正之风；坚定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拳出击扫

除黑恶势力，坚决防止资本与民争利……

真切炽热的人民情怀，凝成质朴无华的告

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

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

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人民”二字是高频词，向世界庄

严宣告：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的本质要求。

“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

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

代、不负人民。”从古代思想到现代理念，

从心之所向到治国理政，从传统文化到人

类文明，以民为本的大道，息息相通、脉

脉相连，指引着未来。

国宝重光，不久前，“盛世修典——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在中国国

家博物馆开幕。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是国家级重

大文化工程。该项目缘起于 2005年，

2015年中宣部牵头建立了“中国历代

绘画大系”项目部际联系协调机制；

“大系”先后被列入 《关于实施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和

《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

划纲要》；“大系”历经十七年之功，

为中国古代画作建立精准的数字化档

案，成为汇聚中国古代绘画的文献

集成。

聚焦这一项国家级重大文化工

程，浙江广电出品的纪录片 《盛世修

典》 记录“大系”工程背后的故事，

生动讲述中国绘画史发展的文化脉络

与精神传承。

中国美术发展历程的生动写照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共收录海内

外 263 家文博机构的中国绘画藏品

12405件 （套），涵盖了绝大部分传世

的“国宝”级绘画珍品，可以说是迄今

为止同类出版物中精品佳作收录最全、

出版规模最大的中国绘画图像文献。

一部“大系”，折叠了千年文明。

对此，业界给出了“四个最”的高度

评价：精品佳作收录最全、图像记录

最真、印制质量最精、出版规模最大。

不得不说，这是近距离一睹许多

国宝珍品的难得机会。

每个亲临展览现场的人，第一反

应都是震撼。

李思训，人称“国朝山水第一”，在

他的《九成宫避暑图》中，“九天阊阖开

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唐气象，跃

然纸上。画中的九成宫，人物、鞍马、舟

车往来密集，让人仿若置身于唐代的风华

之中；在另一幅唐画《簪花仕女图》里，

衣着艳丽、头佩簪花的女眷蛾眉高髻，雍

容典雅，流露出泱泱的大唐风度。

宋代的绘画则用写实细腻塑造了

中国绘画的一个高峰。“丰年人乐业，

垄上踏歌行。”“南宋四家”之一马远

的 《踏歌图》 将凤凰山雨霁云开的绝

美景致、百姓的安居乐业刻画到极

致。画中，数位农人踏歌而舞，怡然

自乐，一派丰收图景。

来自嘉兴学院设计学院的教师周琳

在现场为观众提供讲解服务。周琳介绍，

参观展览人数非常多，展品惊艳观众。

“参观者来自各个年龄层，其中有许多专

业人士，和他们的交流让我非常感动。”

周琳说，一对爱好书法和水墨画

的夫妻，细细询问使用矿石颜料的

《千里江山图》 与欧洲油画的区别；在

“中西会通”部分，一位学习素描的姑

娘在讨论郎世宁绘画中的文化融合现

象；一位来自云南却身着浙江非遗服

装的观众提出，若把宋徽宗 《瑞鹤

图》 中的色彩用在民族服装上会有怎

样的效果；在聆听王冕的 《墨梅图》

讲解时，一位小观众当场将画中的题

诗流利地背诵出来……

蕴含在作品中的社会风俗、时代

风貌、人文情怀，通过具象的画面打

动观众。参观“大系”成果展，遍览

绝代风华的同时，培育着从历史中走

来、向着未来走去的文化自信。

在薪火相传中守护文脉

本次展览特别展出了放大 2 倍的

《千里江山图》 长卷灯光特效图。借助

数字技术，现场观众能够将千里江山

一览到底。

《千里江山图》 是长卷形式，画面

细致入微，烟波浩渺的江河、层峦起伏

的群山构成了一幅美妙的江南山水图，

渔村野市、水榭亭台、茅庵草舍、水磨

长桥等静景穿插捕鱼、驾船、游玩、赶

集等动景，动静结合恰到好处。人物刻

画精细入微，意态栩栩如生，飞鸟用笔

轻轻一点，就具备了展翅翱翔的意态，

成为北宋生活的珍贵记录。

从艺术史的角度看，这幅画不仅

代表着青绿山水发展的里程，更是集

北宋以来山水画之大成。

“这幅放大的 《千里江山图》 也是

‘大系’追求画作收集最精、印刷质量

极高的典型体现。”浙江大学艺术与考

古学院教授金晓明表示，现场观展可

以更好地了解绘画中的精粹，包括构

图，乃至笔墨之间的关系等。

一位观众特地前来打卡。她表示

展览设置放大形式展示 《千里江山

图》 参观体验非常好，可以更直观地

看到很多细节，是让大家了解 《千里

江山图》非常好的一种形式。

提到青绿山水，应该说展子虔的

《游春图》是青绿山水的鼻祖。

这幅画是展子虔传世的唯一作品，

也是迄今为止存世年代最早的著名画家

所绘的卷轴山水画，可谓国之重宝。

北宋 《宣和画谱》 称其“写江山

远近之势尤工，故咫尺有千里趣”。

说到 《游春图》，离不开爱国人士

张伯驹。

纪录片 《盛世修典》，为我们解密

一幅幅国画瑰宝的背后，有着怎样的

故事。其中，就讲述了张伯驹捐献

《游春图》的曲折过程。

1946年初，故宫散失于东北的书

画开始陆续出现，古玩商家们蜂拥而

至。北京琉璃厂古董商马霁川最早奔

赴东北，收购到不少字画精品。

张伯驹得知马霁川得到了 《游春

图》后，非常着急，担心被转手卖到国

外，就想收下《游春图》，但是对方开价

800两黄金。张伯驹当时因为多次收藏宋

元巨迹，经济上十分拮据。万般无奈，

张伯驹忍痛将北京弓弦胡同的宅院（占

地13亩） 卖给辅仁大学，钱仍然不够，

夫人潘素深明大义，变卖了自己的金银

首饰，共凑得240两黄金才买下《游春

图》。一个多月后，南京政府的国民党元

老张群到北京，愿意出价四五百两黄金

收下《游春图》，张伯驹婉言谢绝。

1952年，张伯驹将 《游春图》 让

与故宫博物院。

让博大精深和生动活泼对接

看完纪录片 《盛世修典》，你就读

懂了“中国历代绘画大系”；读懂了

“大系”，你就了解了“国脉文运，千

古相连”。纪录片 《盛世修典》 播出后

引发大众热议。

总导演王伟平告诉我们，《五牛

图》《游春图》 的故事设计把几代中国

知识分子与“大系”团队的家国情怀

联系在一起，在“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的音乐背景中，烘托出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

的主题。“第一集 《汇聚》 播出后，很

多观众发来微信，有的说很‘震撼’，

有的说自己‘一直是流着泪看完片子

的’。这恰恰就是我们自始至终坚持要

把‘画’（话） 说到观众心里去的创作

原则，也就是把画置入当下的生活语

境，让观众感同身受，像在展厅里一

样，‘沉浸’到影像中去。”王伟平说。

让博大精深和生动活泼对接，让

深厚沉雄和感性活跃对话。在实时评

论区内，许多观众留言分享观后感：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为国护宝，

久久为功，让人流连忘返。”“历代绘

画藏品的数字化汇聚生动地展现在了

观众们面前，对孩子们来说是最好的

美育教材。”“通过 《女史箴图》、《五

牛图》 等绘画珍品背后的故事，看到

了‘大系’团队十七年如一日的默默

付出，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高冷”的古画，珍藏于博物馆

中，轻易不能示人，无形当中与我们

今天的生活有了距离。在艺术与技术

的创意合力下，以生动活泼的面貌走

入今天的生活，甚至引发现象级传

播。这不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体现？

在中华文化的苍穹中，古与今的

距离其实并不遥远，只要找到新的表

达方式、讲述方法，传统是完全可以

活在当下的。

今天，“大系”有了成果，但并未

抵达终点，对中国绘画艺术的普及与

研究正围绕“大系”同步开展，推动

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因为，一切美好的事物是相通

的，我们身上承载着永恒的文化基

因。在历久弥新的中华美学精神中，

古人和今人的心被连通起来，共同阅

读着如画山水、如诗心境，也在文化

和情感共同体的不断确认中，感受着

中华民族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社会

理想，分享着属于中华文化的美。

图①：观 众 纷 纷 打 卡 “ 盛 世 修

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

（国家博物馆“中国历代绘画大

系”策展团队供图）

图②：《踏歌图》 是宋代马远的传

世名作，田垄溪桥，木竹掩映，农人

边歌边舞于垄上，欢快清朗，表达着

“丰年人乐业”的意境。 （资料图片）

图③：中国十大名画之一 《千里

江山图》（局部）。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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