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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青精神——唐云百年诞辰作品展

2010新水墨艺术邀请展

江山如此多娇——关山月画展

突破地域之争突破地域之争 延续延续““入世入世””精神精神
——专家研讨湖北版画70年发展历程

本报记者 李百灵

7 月 10 日，“回顾与展望——

湖北版画艺术展”在武汉湖北省

艺术馆开幕。此次展览由湖北省

艺术馆、湖北省美术家协会版画

艺委会主办，湖北美术学院版画

系、华 中 师 范 大 学 美 术 学 院、美

术文献艺术中心协办。共展出上

世 纪 三、四 十 年 代 以 来，与 湖 北

有着密切联系的老中青三代共计

71位艺术家的版画精品力作260余

件，梳理了湖北版画 70 年的发展

脉络。

此次展出的作品种类包括木

刻、石版、铜版、丝网版、纸版等。

年代最早的作品为已故著名版画

家武石创作于 1938 年的作品《路

有冻死骨》。此外，师群的《咱们

的队伍回来啦》、曾多次在国内外

获奖的查世铭作品《大唐盛世》、

从工业版画群体中走出的宋恩厚

的《油城乐章》、湖北现代版画代

表人物之一张广慧的《北渚》系列

等都赫然在列。

在当天下午召开的学术研讨

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理

论家围绕中国版画乃至中国美术

视野下湖北版画的当下定位与未来

发展、版画创作对湖北地理文化资

源的利用、湖北的学院版画与工业

版画的特色及当代演变、版画语言

当代性研究以及当代社会审美风尚

的分析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

讨论。会议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

究员邵学海主持。策展人、湖北美

术学院版画系主任张广慧介绍了此

次展览的背景，即湖北版画的当代

格局，并提出湖北版画的文化性和

地域性特点。

对湖北美术史的总体梳理

“湖北版画是中国版画一个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缩影，今天探

讨湖北版画的发展，也是探讨中

国版画的发展问题。”关山月美

术 馆 研 究 部 副 研 究 员 张 新 英 表

示 。 湖 北 美 术 学 院 教 授 沈 伟 认

为，此次展览是对湖北美术史的

总体梳理，回顾了版画的发展历

程，具有前瞻意义。

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委会

副主任张远帆对此表示赞同。他

认为，此次展览体现出我国许多

地方开始整理自己地域文化的脉

络和特色，这也代表着中国作为

一个大国在取得越来越多的国际

经济、政治话语权时，对自己的文

化有足够的自尊。他说：“我们需

要重新看待自己的文化传统与资

源。此次展览恰好是代表着一种

有尊严的眼光。”张远帆同时强

调，“所谓‘中国气派’，具体而言

就是各式各样的地域美术文化特

色的总和。”

华中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

肖丰对展览进行肯定的同时，希望

版画展能深入到前沿的研究，“对

历史的梳理和总结期待更多的学

者以及版画家参与进来。”

版画应有参与社会的精神

过去的版画虽然受政治和社

会等因素的限制，创作主体单一，

但具有极为动人的力量。近期中

国版画虽然制作技术更为精良，

却少了些令人思考的东西。技术

越来越进步，版画作品却依然显

得单薄——这是版画界一直在探

讨的问题。

早期的版画具有强烈的历史

感，充满了对民族的真诚和热爱，

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相对

而言，肖丰认为，当下版画不仅缺

乏这种力量，还有被边缘化的趋

势。这就需要版画家有积极参与

主流文化建设的热情和意志，不

能局限于小圈子。“任何时候，艺

术家都要对社会和文化有极强的

参与意识和参与精神，这样才能

使得绘画具有过程性，而不是仅

仅停留在版画本身。”沈伟赞同

地表示，“今天的版画，如果局限

于自己的小圈子，走向所谓的纯

艺术，其结果是在得到某种自由

时，会失去耐人寻味的地方，失去

了背后的文化和故事性。”

对于这一担忧，华中师范大

学 美 术 学 院 青 年 教 授 易 阳 表 态

说，年轻的艺术家应该继承老一

辈艺术家的精神，“我们要从自身

做起，脚踏实地，关注本土、放眼

世界，在文化的根基上保持一种

清醒的判断，用作品说话。”

湖北版画的区域性问题之争

由于此次主要展出湖北地区

版画家的作品，版画的地域性成

为讨论的热点之一。

张新英认为，由于中心文化

的磨合和影响，许多地域性的特

色 渐 次 消 失 。 在 当 今 信 息 化 时

代，文化呈现出跨地域、跨国界的

传播特点，这就使得人们对地域

文化从创作到理论的梳理存在着

一 种 漠 视 心 理 ，这 种 状 况 很 危

险。她强调要重视创作和理论的

梳理，重视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

研究版画史。“湖北是楚文化的学

术根源，湖北地域的版画和其他

地域的版画，除了社会学导致的

结果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特色，

在史学研究上是缺失的。”她说。

但武汉美术馆副馆长刘宇对

此则持保留态度，他认为，区域性

问题是历史自然形成的，不可过

分强调区域性，重要的是做更好

的展览、更深远的研究。例如，引

进外地的好展览来湖北，让全国

都关注到湖北版画活动。

对此，郑绪粱也有自己的观

点，“版画应该和其他画种一样，

百花齐放，每个人有自己的面貌，

这才是正常现象。”他还强调，艺

术的好坏，关键在于其文化内涵，

“ 艺 术 到 底 是 什 么，就 是 撇 开 画

种，仍能感受到作者所想，这才是

艺术的精髓。”

此次展览以史为线，全方位

地 呈 现 湖 北 版 画 艺 术 的 多 样 面

貌。在研讨会上，宋恩厚等老艺

术家还结合展览全面呈现了湖北

省学院版画与工业版画的发展脉

络、特点及对未来发展的展望，对

此次研讨亦为有力补充。

以收藏与研究为核心
助推湖北艺术发展

湖北省艺术馆馆长傅中望表

示，此 次 研 讨 会 只 是 一 个 开 始。

此次展览是“回顾与展望”系列展

之一，就是对湖北各个门类的艺

术进行总体的梳理和研究，并上

升到学术的层面。这是美术馆作

为公共文化机构的职责之一。

在傅中望看来，收藏和研究是

美术馆的核心。“湖北 60 年没有省

级美术馆，这就意味着在此期间湖

北老一辈艺术家的作品，包括国、

油、版、雕四大画种作品的收藏是

零，它们不断流向外地甚至海外，这

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他介绍，湖北

省艺术馆将用两三年的时间对此项

内容进行跟进，对所有画种进行总体

梳理。不仅要在圈内来探讨各个艺

术门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还要更

多地承担起区域美术的教育和推广

责任，提高全民文化艺术素质，同时

也推动一个区域美术创作的发展。

“公共收藏的作用与来自市

场、个人的收藏价值不一样，很多

艺 术 作 品 进 入 了 市 场 变 成 钞 票

时，这些作品和艺术家永远没有

关 系 了 。 但 是 一 旦 进 入 了 博 物

馆、美术馆，子子孙孙都能看到你

的作品，这是一个国家的、公共的文

化积累，我们还要看得更远一些，我

们都有这样一份责任。”傅中望希望

更多优秀的作品能够进入博物馆和

美术馆。据悉，湖北省艺术馆会尽

力做好其他几个画种的回顾展，对

湖北的重大艺术事件、重要的艺术

作品和艺术家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而最终所有的回顾展都将为形成

“20世纪湖北美术陈列展”做准备，

以期让观众走进湖北省艺术馆就能

够明晰一个世纪以来湖北艺术发

展和流变的过程，并熟悉众多的

湖北艺术家及其作品。

艺术家吴冠中一生极富传奇

色彩，先生不仅在油画、水墨画领

域中不断求索、出新，在中国艺术

精神表现与现代绘画形式结合实

践及艺术理论等方面也做出了重

要贡献。他毕生充满艺术活力的

勤奋耕耘，创作出大量的艺术作

品，而且心胸豁达，为人坦诚，直

言不讳，常直击问题的关键所在。

因此，作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历

程中极具影响的人物，可堪称中国

艺术巨星。

吴冠中先生艺术创作重在自

我感受，学古通古不泥古，器属大

成。他常在平凡的创作题材中表现

出非凡的才情和艺术精神，在艺术

创作中不断突破自我，并充分体现

在众多作品中，艺术手法千姿百

态。他是对中国传统艺术思想有其

真正领悟的创造型艺术家。

近两年，年愈90高龄的吴冠中

先生在思考自己艺术作品的归属

时，首先想到的是国家和人民。他

曾对家人讲：“东西你们可以分掉，

但作品不是遗产，是给国家、给人民

的。”他的想法得到了家人的理解和

支持。

吴冠中先生近几年曾先后向

上海美术馆捐赠了66幅作品、新加

坡美术馆捐赠了 113 幅作品、浙江

美术馆捐赠了72幅作品，向中国美

术馆捐赠了46幅作品。

早在1999年，吴冠中先生在中

国美术馆举办画展时就已向中国美

术馆捐赠了 10 幅代表作品，其中

油画5幅、彩墨5幅，分别为《根扎南

国》、《都市之夜》、《逍遥游》、《围

城》、《书画绿》、《荷塘春秋》、《崂山

松石》、《弃舟》、《补天》、《红莲》。

2009年初，吴冠中先生再次向中国

美术馆捐赠36幅作品，包含油画13

幅、彩墨画22幅和水彩画1幅。这

次捐赠以新世纪以来创作的新作为

主，其中包括他晚年的代表作品《画

中人》、《朱碧琴像》、《野草》、《鲁迅

像》、《建楼曲》、《播》、《高桥》、《春风

又绿江南岸》等。

为表敬意，2009 年 2 月 26 日，

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和新加坡

美术馆联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

“耕耘与奉献——吴冠中捐赠作品

展”，展览汇集了吴冠中先生捐赠给

三馆的油画、水墨画、水彩画共计

183幅作品。它们是先生在1954年

至 2008 年半个多世纪以来创作历

程的艺术结晶，这也是先生的艺术

作品首次在北京大规模地全面展

示。展览举办期间，李长春、贾庆

林、刘延东、李岚清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先后观看了展览并予以高度评

价。中国美术馆同时出版了《耕耘

与奉献——吴冠中捐赠作品集》精

美大型画册，并举办了以“吴冠中与

中国现代艺术”为主题的学术研讨

会，学 术 界、艺 术 界 给 予 了 高 度

评价。

中国美术馆两次接受先生捐

赠的作品共46幅，加上原来收藏的

15幅作品其中包括西藏题材《拉萨

龙王潭》、《拉萨菜市》，反映江南水

乡的《太湖鹅群》、《鲁迅故居》、《巴

山春雪》等，以及刘迅先生捐赠的一

幅吴冠中先生的油画《漓江两岸》，

迄今为止，中国美术馆共收藏先生

作品62幅。

值得一提的是，捐赠这些作品

之时，正是先生作品在艺术市场价

位不断攀升、作品拍卖纪录不断刷

新并屡超千万的时候，先生无私之

精神，令人钦佩。

2009年初，范迪安馆长带领中国

美术馆一行去先生家拜访，当谈及按

照《20世纪国家美术收藏和捐赠专项

计划》的规定，将对先生义举给予捐

赠奖金时，先生毅然回绝说：“艺术家

属于人民，艺术作品同样就应归属于

人民”。先生的高尚品格以及回报于

人民的文化情怀令人赞叹。与此相

比，百万、千万、亿万的数字显得十分

苍白。

先生对我国美术馆的发展非

常关心，曾非常仔细地询问了美术

馆的一些情况。当听说最新统计

中国美术馆已有近 10 万件藏品

时，先生直言：“数量固然重要，但

最重要的是藏品的质量。美术馆

经历了各种不同时期，作品收藏

也是多种渠道，对那些达不到入

藏标准而被收入的作品一定要进

行清理。当年我在中央工艺美院

时，轻工业部新来的一位部长公

开喊出，要让所有假冒伪劣的产

品公开亮相，给劣质作品搞一个

曝光展览。当然他的想法由于种

种原因没能实现，由此我想到中

国美术馆的藏品也是一样，各个

时期收进来大批作品，有些不合

格的、不好的，可以搞展览让大家

来评判，那些不够水平不该收藏

的作品，甚至可以清理出来。我

听说有人捐赠 1000 多幅，都是什

么作品呢？让人怀疑！”我们当即

介绍，中国美术馆对捐赠作品是

要进行筛选分类的，并举出了当时

刘迅整体捐赠了 1700 多幅作品的

实例，作品中有刘迅在国际艺苑任

职期间艺术家在此办展览赠送的

作品，有刘先生收藏的前苏联油画

108 幅，还有他本人的一部分艺术

创作。这些收藏作品全部捐赠给

了中国美术馆。出于整体捐赠的

角度考虑，我们接受了捐赠。但接

收后中国美术馆进行了分类、分

级，将达到入藏水平的作品登记收

藏，不够入藏标准的作品作为资料

留存，这样既尊重了刘迅先生整体

捐赠的意愿，也做到了对美术馆

藏品质量负责。另外华君武先生

将他一生创作的 2000 多幅漫画全

部捐赠给中国美术馆，这对于全

面而深入地研究其艺术思想有特

别的意义。吴冠中听罢，说：“这

很好，美术馆接受捐赠就是要考

虑作品的质量。美术馆

收藏一定要提高门槛，把

好质量关。一定要质量

第一，宁缺毋滥，对历史

负责。随着时间的推移，

藏画会越来越多，一定不

能让不合格的作品占用

库房，要定期清理。”

吴冠中先生的告诫又

一次提醒我们，使我们深

刻意识到国家美术馆的收

藏工作，具有“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的历史意义，我

们必须认真对待。并且，

我们的收藏工作要紧紧依

靠专家的力量，为国家把

好关，真正做好收藏工作。

吴冠中先生向多个美

术馆捐赠的意义并不只在

于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

经济价值本身，捐赠义举

的社会效益是巨大的，无法量化，意

义深远。先生不仅为国家美术馆的

藏品建设做出了贡献，更是为人类社

会文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为

当代艺术家再次树立了可效可仿的

光辉典范，将成为流芳百世的精神力

量，感动更多的艺术家荟萃艺术精品

回报国家与人民。

每个著名的艺术家及其后人

都面临着如何对待艺术作品归宿这

样一个具体的问题。其实艺术作品

作为艺术家的劳动成果，在艺术家

百年之后为其家人继承、拥有是天

经地义的，但吴冠中先生那句平

凡而朴实的“艺术家属于人民，艺

术作品应归属人民”，提出了如何

看待艺术作品最终归宿的值得思

考的问题，其实这也关乎艺术作

品真正的价值，是如何将艺术财

富 归 于 人 类 的 值 得 深 思 的 大

课题。

先生虽走了，但他心系祖国、

心系人民的无私精神，将永远激

励我们。中国美术馆在 7 月 7 日

至 8 月 2 日举办“不负丹青——吴

冠中纪念特展”，期待更多的大众

走进吴冠中的艺术和心灵世界。

吴冠中先生高风亮节的捐赠

义举将永载史册，为后人敬仰。

真正属于人真正属于人民的艺术家民的艺术家
——从吴冠中先生捐赠作品谈起

马书林（中国美术馆副馆长）

展期：7月10日至8月16日

展地：上海明园艺术中心

传统水墨如何在当今的艺术领域生存和发展，一直是水墨画界

探索的重要主题，许多从事现代艺术创作和研究的艺术家也对“新

水墨”给予了极大关注。他们的实践和思考拓展了水墨画的领域，

从而形成了一个“开放的水墨画时空”。

本次邀请展受邀艺术家几乎囊括江苏、浙江、上海三地最活跃

的新水墨探索者，除了特别邀请的周韶华、刘国松外，赵绪成、周京

新、林逸鹏、朱建忠、沈勤、靳卫红、张正民、王东春、王冬龄、邓达平、

张浩、管怀宾、谢海、王牧春、洛齐、章琳、王劼音、陈心懋、仇德树、王

天德、何赛邦、蔡广斌、何曦、陆春涛、李戈晔也名列其中。 （李百灵）

展期：7月12日至24日

展地：上海美术馆

出生于1910年的唐云先生曾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

主席，上海中国画院代院长、名誉院长。作为海上画坛的巨匠，其山

水、花鸟、人物兼擅，风格俊逸潇洒，笔墨清健明润，尤以隽雅清丽的

花鸟画别开生面，别树一帜，成为海上花鸟画坛不可或缺的艺术家。

被傅雷誉为“高雅可嘉”的唐云生性豪爽、广交友，寄情书画，淡泊名

利。解放前就名声大噪的他自从进入上海中国画院后，没有举办过

个人画展。

与以往单纯的作品展有所不同的是，此次的纪念展以作品、图文

和影像资料近 200 件，从多个角度回顾和梳理唐云先生的人生经历

和艺术成就。其中有许多珍贵的照片资料是首次公开展出。配合这

次纪念展，上海中国画院还编辑了《唐云艺术》画册。 （严长元）

展期：7月6日至8月8日

展地：武汉美术馆

本次展览的全部展品都是从关山月美术馆馆藏中精选出来的

关山月代表作，包括大量写生作品以及与写生相关的山水创作，也

有新中国成立后描画祖国山河的画作。展出作品61幅。

关山月是当代著名的国画大师，也是岭南画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之一。其作品大多以写生的方式观照自然，表现千变万化的自然景

观。在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涯中，他秉承岭南画派所倡导的“笔墨

当随时代”和“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的艺术主张，并把这种理念贯穿

于整个创作生涯当中，创作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其代表作为

与傅抱石合作为人民大会堂创作的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

这次画展是武汉市美术馆继齐白石、刘海粟美术展后的又一重

量级展览。 （李百灵）

高桥（水墨设色） 中国美术馆藏 吴冠中

绍兴河滨（油画） 中国美术馆藏 吴冠中

江面至月（黑白木刻） 蓝玉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