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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人的村庄，300人是画家
—浙江余东农民画进京跨年 本报记者 施晓琴

策展人语

徐虹

我们的“途·象”世界

美术馆动态

关山月美术馆展出“时代繁花”花鸟专题
本报讯 “时代繁花——馆藏关

山月花鸟画专题展”日前在深圳市关

山月美术馆陈列厅展出。此次展览分

为“岭南余韵”“关梅迎春”“三友新样”

“画者文心”四部分，共展出作品 35件。

作为中国画的重要画科之一，花

鸟画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社会转

型和文化变革中，以其表意传情、托物

寓意的独特手法与传统笔墨意趣的特

点，创造出诸多适应时代需要的优秀

作品，体现了中国画传统的强大创造

性。关山月是20世纪中国画变革进程

中的代表性画家，其秉承“笔墨当随时

代”的理念，在各个时期都留下了反映

时代思想文化内涵的作品。

勃勃生机和春意盎然的景象使

关山月花鸟画区别于传统文人画萧

疏淡雅的气质，从而在现代中国画中

表现出新的时代精神。“关山月以其

独特的笔墨语言与毛泽东诗意结合，

创造出了家喻户晓的‘关梅’的同时，

对于中国花鸟画探索，也一直贯穿着

其艺术生涯，几乎在每个历史时期，

都有主题鲜明的作品留下。当我们

梳理其晚年花鸟画作品的时候，可以

发现在其不经意的抒怀咏物的花鸟

画中，恰恰为我们窥视其作为一个经

历过 20 世纪时代变革且极富现实关

怀的画家内心的传统人文情结提供

了参照，从而也为我们探求传统中国

画的诗画模式、笔墨语言和现代转型

提供了难得的视觉史料。”关山月美

术馆馆长陈湘波说，展览试图通过对

关山月花鸟画艺术放置于 20 世纪变

革背景下加以考察，揭示新时代观念

与花鸟画传统寓意的新表达如何实

现其现代转型，从而凸显关山月花鸟

画艺术的时代意义和内涵。（高素娜）

在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的余东村，

有一群农民画家，一手拿着锄头种庄

稼，一手拿着画笔“种”文化，他们以家

乡的山水、农村的生活为创作对象，种

出了人文昌瑞的绘画之乡，种出了崇德

向善的文明乡风，也使农民画成为这里

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他们笔下的

农民画充满乡土味、乡亲味、乡愁味。

日前，由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

馆、浙江省美术家协会、浙江省文化馆、

中共衢州市委宣传部、中共衢州市柯城

区委、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政府主办的

“种文化——浙江衢州柯城余东农民画

进京展”在京开幕，余东农民画家们满

怀喜悦之情，带着他们精心创作的 100

件农民画作品和 9 种 25 款文创衍生产

品进京跨年。

古人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余

东村位于衢州市区以西 16公里，坐落在

常山港支流大俱源溪边，千里岗余脉罗

汉山下，清澈的溪水自北而南，终年潺

潺流淌；郁郁葱葱的罗汉山四季花开，

逶迤西去，村里传统的皮影、竹编、剪

纸、丝绸、木刻等民间艺术、民间传说源

远流长。这样一个依山傍水、民风淳

朴、人文璀璨的村庄，孕育了这一带民

众的爱美、崇美、画美之心，催生了学

画、爱画、尚画的民俗风尚。

自上世纪 70 年代 3 名县文化馆干

部下乡组织绘画培训开始，余东的农民

兄弟就与绘画结下了不解之缘。几十

年来，余东村的村民们白天扛锄头、晚

上拿笔头，把门板当画板，以卧室当创

作室，不断借鉴剪纸、刺绣、皮影、木刻

等多种民间艺术的创作技巧，数十年如

一日坚持创作，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

格，散发着浓厚的乡土气息。据介绍，

目前 800 人的村庄，300 余人是农民画

家，男女老少皆有。

此次展览分为三大板块：恭王府博

物馆嘉乐堂主殿展出了历年获奖作品

及近年优秀作品；东偏殿以“种文化、树

新风”为主题，展示 2019年余东村经济、

文化等各方面的丰收画面；西殿“五水

共治，绿水青山”主题，展现乡村新风

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在展厅里可以看到，这些展出的作

品大多取材于农村的景色或村民的生

活片段，展示出浙西乡村特有的风土人

情，洋溢着乡里乡亲淳朴、善良、奔放的

感情色彩，抒发了浙西农民对美好生活

的热爱与追求，体现出“乡村振兴”战略

下农村的新变化、新成就。浙江省美术

家协会副主席池沙鸿介绍，余东村骨干

画友以中老年为多，所以画作中现实题

材居多。“城镇的高楼、满街的汽车、宽

阔的大桥、广场的群舞、家乡真实自然

的风景、农村丰富多彩的生活，这些都

是他们喜欢描绘的。生于斯乐于斯绘

于斯美于斯，直接抒发胸中情愫，不抄

袭，不矫情，他们心中特别踏实。”

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

副主席徐里曾经到余东村参观，并现场

指导农民画创作。他表示：“余东农民

画与其他农民画乡不同，它完全是自发

的，余东农民真的是白天背锄头下地，

晚上拿笔头画画，是实实在在的农民画

家，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用饱含

热情的画笔、用超凡的想象力，描绘他

们的日常生活，讴歌新农村建设和美好

生活。”

中华文明植根于农耕文化，乡村是

中华文明的基本载体。看到余东农民

画画的激情，当地政府因势利导，统筹

规划，把乡村文化建设摆上重要日程。

在政府的帮助下，随着队伍的壮大和作

品艺术水平的提高，余东农民画家不仅

举办了画展，甚至带着作品走出了国

门，更通过文化脱贫，提高了生活质量，

丰富了精神生活。

“我们余东农民画主要以乡村生活

为创作题材，特别契合现在的美丽乡村

建设，也深受农村百姓的喜爱，所以有

很多村请我们去画墙画。”农民画家郑

根良告诉记者，如今余东农民画已形

成了品牌，他现在一年有近一半的时

间出去画墙画，日均 500 元薪酬，收入

颇丰。在郑根良看来，一天要站八九

个小时的墙绘工作虽然辛苦，但比起

在地里面朝黄土背朝天，已是轻松不

少。更重要的，绘画不仅改变了他的

物质生活，也丰富和提升了他的精神

面貌。他说，原本只能在家与田地为

伴，现在因为工作原因可以经常外出，

让外界了解余东农民画的同时，也开阔

了自己的见识。

据衢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钱伟

刚介绍，余东农民常年以画滋润生活、

以画陶冶情操，品德更加高尚，家庭更

加和睦，民风更加淳朴，该村已经连续

15年无人上访。此外，余东农民也“种”

出了一条自己的致富道路。他们组建

了余东农民画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发

出以农民画为特色的装饰画、丝巾、雨

伞、手提包、小屏风等 40 多个品种的衍

生产品，乡伴余东理想村、中国·余东乡

村美术馆、大师工作坊、画家主题精品

民宿等项目也相继开工建设。现在，余

东农民画年产值已超 1000万元，村集体

纯收入达 70余万元，可以说余东农民既

富了脑袋，又富了口袋。

艺术美丽乡村，文化助力经济，近

半个世纪以来的余东农民画发展历程

可谓“文化脱贫助力乡村振兴”的一次

生动实践。农民从种庄稼收益，到用艺

术品创收，实现了人生的角色转换和美

丽的蝶变，他们把文化种在土地上，种

在生活中，同时也种在自己的梦想里。

由清华大学主办、上海合作组织秘

书处支持的“途·象——‘上合组织’成

员国肖像画艺术展”正在北京清华大学

艺术博物馆展出，呈现了“上合组织”7

个 成 员 国 的 100 余 件 绘 画 和 雕 塑 作

品。展览以肖像画艺术作为“上合组

织”成员国交流展的主题内容，其目的

是要通过肖像画反映各成员国的人文

历史和视觉文化，并反映“上合组织”成

立以来的新气象。来自哈萨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俄罗斯、塔吉克

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中国 7 个国家的

70余位艺术家所绘的精彩作品，表现了

人与自然、人和他人关系的平衡等。

在过去的人类文化遗存中，在那些

面具、木雕、壁画和泥塑里，在那些用油

彩、大理石、青铜刻画的作品中，有关人

类的面孔和表情最为吸引我们的目光，

最能激发我们的思绪和感情。我们经

常注视他们或微笑或平静，或凝思或沉

郁的面容与神情，想象他们和自然环境

相互依存，生老病死走过的人生；关心

他们的问题和期待，为他们的命运和经

历感慨。他们是我们的过去，我们通过

注视他们的面容与过去联系起来。虽

然这些作品有的是根据真人的肖像，有

的是经过概括提炼处理的人物形象，但

观者感到的是艺术的真实性，也就是这

些人物形象代表了人类存在的精神面

貌。由此让我们知道人类不是孤独的

个体，而是一个发展着的有相互关系的

整体。今天的全球化文化语境里，人与

人的联系和沟通更为便捷，文化传播和

生活选择更丰富多姿。我们举办这个

展览的意义也是为了将这种差异中有

共同性的思考传达给观众。通过互相

尊重和理解促进我们之间的友谊，就如

我们回顾历史时，共同的命运和境遇将

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上合组织”7个成员国联合举办肖

像展是一个有想象力的挑战。为此设

立每一个国家有一个策展人的方案，因

为他们最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

生活和习惯，也最具有眼光和条件选择

当代最能够代表他们国家文化气质和艺

术水准的作品。他们和艺术家有频繁的

交流和沟通，他们是艺术学院的院长和

教授，是学者或艺术家。他们作为策展

人为展览的实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没

有他们的工作展览不能实现。现在经过

他们近一年的努力，展现在我们眼前的

内容丰富而深刻，艺术家用造型、色彩、

笔触、肌理来表达对一个民族的历史和

生活的思考以及感受。这里既能看到传

说与神话的形式，也能看到文化代表人

物的想象，既有普通人的亲切形象，也有

精英们吸人眼睛的身形……那些男女老

幼的神情姿态，衣着佩饰和环境，围绕着

他们的空间和气氛，无不在向观众揭示

他们的情感和事件，让观者欣赏佳作的

同时，也让思想有宽敞的空间。

此次展览的绘画有油画、水墨、色

粉、炭笔素描和综合材料等，作品表现

了开阔的视野，从日常瞬间到经典时

刻、重大事件和个体境遇、人在自然中

的表现、人和他人关系的平衡等。在表

现手法和技巧上，有中国观众所熟悉的

流派和风格演绎，也有别出心裁的个性

化阐述。有经典肖像的精妙或朴实的

写实描绘，也有象征和超现实手法的夸

张变形。有选取注重平面的现代样式，

也有关注幻觉空间的传统方法……不

同文化不同艺术样式的特点，在作品中

得到充分体现，作品洋溢着活泼的生

命，汇聚成一幅美丽的人文图景。艺术

家也在作品里倾注了浓厚的感情和深

刻的思想，他们要传达给观众自己的发

现：一个真实和生动的世界，我们生活

其间的世界。

值得高兴的是，各国艺术家的作品

都洋溢着活泼的生命力，这让我们感受

到作为艺术创造的源头的无限可能。

展览也一定会感染广大观众，让他们再

一次感受到艺术最重要的是创造。

浙江美术馆送展至舟山
本报讯 “斫浪——殷翔云从艺

六十年版画作品展”近日在浙江舟山

美术馆开幕。殷翔云 1940 年出生于

上海；幼年随父初习书画，1957 年入

读浙江美术学院附属中学，次年起

师从张怀江研习木刻；1961 年应征

入伍；1981 年起供职于浙江省文学

艺 术 界 联 合 会 。 他 的 早 年 作 品 多

刻画浙江海防军民生活，1980 年代

以来专注于表现海洋和岛屿景观，

代表作有《沧海绿珠》《海湾清秋》

等，1996 年获中国美术家协会颁发

的“鲁迅版画奖”。2018 年，殷翔云

精选了 70 件版画作品捐赠给浙江美

术馆。

本次展览系浙江美术馆流动美

术馆展览项目，流动美术馆旨在将浙

江美术馆的优质藏品资源无偿送到

市县文化基层单位，使地方美术爱好

者能享受到一流的美术展览资源，是

体现浙江美术馆文化惠民宗旨的重

要平台。此次展出作品均为殷翔云

捐赠给浙江美术馆的藏品，共分为海

湾清秋、沧海绿珠、刀木集贝 3 个板

块，集中体现了殷翔云的艺术造诣，

也诉说着他对舟山对海岛的殷切思

念。“海岛”为殷翔云提供了不竭的创

作资源，更是其精神故乡，经由他数

十年间反复表现和往返，逐步转化为

意涵丰厚的图像场域；其作品中浑然

内在的“民族性”“生活性”和“在地

性”折射出我国现代版画艺术在家国

叙事与性情表现间不断融合、转换、

流变的历程。 （李百灵）

重庆市中国画学会学术展亮相
本报讯 2019 年 12 月 31 日 ，

“重庆市中国画学会成立六周年学术

展暨学术论坛”在重庆美术馆举办。

重庆市中国画学会成立于 2013

年，此次参展的100余位国画家有的表

现各领域、各战线奋斗者的身影以及

他们昂扬的精神风貌，有的表现祖国

壮美河山，也有的创作了千姿百态、生

机勃勃的花鸟画卷。如作品《出发之

前》描绘了外卖小哥准备开工的场景，

《渝州晨曲》展现了重庆的飞速发展与

独特的城市风貌……这些作品也呈现

出重庆市中国画学会会员的创作特

点。与展览同期举办的学术论坛则围

绕“我的中国画创作观”展开，学会老

中青三代艺术家谈感受、谈创作，不仅

呈现了不同人生阶段对艺术与生命的

不同感悟，更体现出他们对飞速发展

的时代新风尚、新思想以及艺术领域

新现象的不同认知。

展览将持续至 1月 12日。

（李亦奕）

舞蹈家（国画） 105×70厘米

2013年 刘巨德

哈比布洛耶夫肖像（油画） 50×40厘米

2014年 博伊莫罗多夫·贝佐德

山地少女（水彩） 52×38厘米

2019年 拉哈特·纳维德·马苏

远山——拉哈屯的父老相亲（国画）

100×100厘米 2011年 冯远

生态新村（农民画） 郑利民

岁朝图（国画） 133×68厘米 1980年 关山月

舞浪（版画） 60×70厘米 1994年 殷翔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