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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水之间——
李伟铭画展

主办：关山月美术馆

回声壁

■“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的优点是更为便捷，但很致命的问

题在于，这种便捷也使参与者更容易陷入口水仗，从而丧失独立、

理性的方式。争论的可怕性在于，可能把观点极端化，这在今天

存在着极大的危险。因此，当我们介入争论时，一定要如何保持

理性的态度。是不是尖锐的争论就一定有益于学术讨论？”

——杭春晓说“要提防谩骂陷阱”。

艺术类网站、美术从业者的博客，已然成为最引人注目的美

术批评平台。平心而论，网络上有好文章，但太少，很多人只做

“标题党”，乃至以骂人为能事。当谩骂成为一种流行，爱惜羽毛

者只好避而远之。

■“在全国美展中，会设有油画金奖作品、国画金奖作品和

版画金奖作品，这说明这些艺术品类在艺术上是没有高低的，甚

至大家还会称赞版画，说版画多么概括、多么写意。但是一旦把

这三张金奖作品放到市场上，会是天壤之别。”

——应天齐说“版画的价值一直被低估”。

市场从来就不公平，应天齐无疑是国内顶尖的版画家，但他

的作品价格仍然无法与那些风头正健的国画家、油画家相提并

论。随着数码时代的来临，作为手工复制艺术的版画遭遇了空前

的生存危机——学版画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版画藏家更是少得可

怜。面对危机，版画界必须拿出应对的举措。

■“艺术是小众文化，企业家、投资人、收藏家的市场是要靠

培养的。如果是艺术家自己拿着作品推销，那会很累。我还是愿

意与市场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我可以去跟企业界的人谈我的

审美理想，但我从来不想跟他们谈我的作品要卖多少钱。”

——桑火尧说“艺术家要耐得住寂寞”。

未成名前，“耐得住寂寞”意味着专心致志，不做虚头巴脑的

事；成名后，“耐得住寂寞”意味着志存高远，尽可能远离应酬和市

场喧嚣，矢志不移，勇猛精进。

■“我个人觉得中国当代艺术中，眼下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

是：大的前景是蔚为壮观、颇具气势。但微观到具体作品时，就泥

沙俱下了。由于没有标准，艺术品的好坏也暧昧起来。之所以出

现这种泥沙俱下的局面，就是艺术市场艺术体制借助资本力量操

控所致。”

——翟永明谈“不公正的选择造就艺术”。

艺术垃圾得到市场认可，你却不能说它是垃圾，这就是荒谬

的艺术界怪现状。谁来指出哪些是“皇帝的新装”？

续随子 点评

丝路美景、敦煌神韵，一直以

来都吸引着八方人士前往朝圣。

美术家也概莫能外，这里古老的

建筑、壁画、雕塑等艺术，是他们

取 之 不 尽 、用 之 不 竭 的 创 作 源

泉。在国家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背

景下，艺术家的西部之行被赋予

了更多的内涵。今年 7 月，中国国

家画院将每年一度的创作研究课

确定为西部写生，通过一周的长

途跋涉和沿途的参观、考察，他们

获得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更多的

人生领悟。

此次以贴近西部为核心的写

生之旅以一个描绘西部风土人情

的展览为开端。6 月 30 日，作为第

十六届兰洽会的重要活动之一，

由中共兰州市委、市政府主办的

“梦幻丝路 五彩敦煌——甘肃

长卷美术主题创作展”在兰州开

幕。甘肃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

记陆武成，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党

组副书记张津梁，中国国家画院

常务副院长卢禹舜，甘肃省画院

原副院长、敦煌文艺奖终身成就

奖获得者李宝峰等有关领导和嘉

宾出席了开幕式并为活动剪彩。

来自中国国家画院、中央美院、中

国美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艺术

家赵卫、范扬、于文江、邢少臣、贾

广健、林容生、胡应康、孔紫、王辅

民、王永亮、吴迅、李晓军、陈鹏、

何加林、张谷旻等也应邀参加了

展览开幕式。

“梦幻丝路 五彩敦煌——甘

肃长卷美术主题创作展”是继“兰

州长卷”“甘肃长卷”之后诞生的

“甘肃长卷”美术主题创作展的首

项美术主题创作活动。本次展览

以丝路文化、敦煌文化为背景，以

陇原特有的地域和民俗为题材，

用彩笔生动展示了新丝绸之路的

历史文化与风采，画家们通过对

丝路文化、敦煌文化两大文化板

块及元素的再现和挖掘，用艺术

的表现手法进一步突出了甘肃特

色，呈现了一种独特而又全新的

地域文化形态。

本次展览分为特邀篇、甘肃

篇 两 个 篇 章，内 容 包 括 人 物、山

水、花鸟、书法四大门类，荟萃了

当代中国画坛众多杰出艺术家的

精品力作。记者看到，除了以作

品参与了特邀篇展示外，中国国

家画院的艺术家还与甘肃以及兰

州当地的艺术家展开了广泛而深

入的交流。

“西部给过艺术家太多的灵

感 和 创 作 欲 望 ，我 热 爱 这 片 土

地。”专程赶来参加此次展览开

幕式的中国国家画院常务副院长

卢禹舜说，甘肃拥有非常神奇独

特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敦煌

莫高窟是全国乃至全世界艺术家

向往的圣地，而甘肃人民的勤劳、

勇敢、善良和智慧更是艺术工作

者学习的榜样。

在随后的几天中，中国国家画

院创研部画家一行近20人，乘坐大

巴车，沿着河西走廊一路行来。炎

炎烈日、大漠风尘、古战场遗址让

身处都市的艺术家们震撼不已，而

出土马踏飞燕的汉墓之雄壮，武威

市文庙的恢宏，张掖市全木制结构

大佛寺和寺内亚洲最大卧佛的制

作及雕刻工艺，嘉峪关附近的魏晋

壁画墓，敦煌莫高窟内令人叹为观

止的隋唐壁画等，在历经岁月侵蚀

和多重劫难后难掩风采，更让人眼

目所及之处感慨万千。在各种技

术手段尚不发达的古代，被称为

“画匠”者创造了如此灿烂辉煌的

文化遗产，作为今人，拥有舒适的

生活、便利的取材条件，却难以产

生超越古人的经典，这不能不让人

汗颜、反思。

对画家而言，中国美术史上

许 多 著 名 人 物 和 美 术 经 典 的 产

生，都与西部乃至敦煌密切相关，

可以说，敦煌壁画影响了一代又

一代美术工作者。“至于我本人，

山水画创作中惯于对石青、赭石

等的使用，就是与 25 年前到此地

的经历所形成的影响有关。”中国

国家画院创研部主任赵卫表示，

国家画院一直积极响应国家关于

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从刘勃舒院

长至今，几任院长一直推行走进

西部的政策。这既是履行艺术工

作者“三贴近”的原则，也是体验

当地的民俗风情、感受时代气息

的良好途径。

历史的风烟已远去，这个时代

需要有继承，还要有创造。喜欢文

化、美术甚至收藏的敦煌市委书记

孙玉龙与艺术家的一席谈话，让

大家对未来信心倍增。这位对国

家画院艺术家如数家珍的书记在

自己亲手建设的干净、清爽的夜

市大排档上，与艺术家亲切交谈，

提出要利用敦煌的历史资源，推

进敦煌壁画的产业化进程，加快

壁画修复人才的培养，还要着手

恢复敦煌古城风貌，并建立画家

村……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敦煌

也不例外。在这样的规划中，艺

术家开始思考自己身负的责任，以

及应有的作为。

本报讯 （记者严长元）在当

今各种展览上不断亮相的“综合

材料”，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

涵盖广泛、涉 及 面 众，越 来 越 受

到 更 多 关 注 。7 月 9 日，中 国 美

术家协会综合材料绘画与美术

作品保存修复艺委会在京正式

成立，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

副院长胡伟任艺委会主任。中

国文联副主席冯远向首届艺委

会 的 19 位 委 员 颁 发 了 聘 任 证

书。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中国

美协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吴

长江分别讲话。这是中国美术

家协会成立的第 19 个专业艺术

委员会，旨在探索综合材料绘画

艺术的发展，开创新时期绘画艺

术发展的新领域，研究美术作品

的保存修复，更好地发挥其历史

和艺术价值。

当天，第二届工业设计艺委

会、第三届壁画艺委会在京召开换

届会议，并分别产生了以清华大学

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协顾问王明

旨和湖北美术学院教授唐小禾为

主任的新一届艺委会组织机构。

刘大为在讲话中表示，社会

进步带来文化艺术的繁荣，人们

的认识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艺

术在发展、创新，综合材料绘画应

运而生，它利用各种新技术、新形

式，开拓了新的视野。随着人们

对艺术的爱好逐渐升温，艺术品

的收藏、保存和修复也变得尤为

重要，更好地保存美术作品，可以

为社会留下更多的艺术财富。吴

长江对新一届艺委会提出希望，

要求大家树立崇高的职业精神，

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

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

进方向，更好地弘扬民族精神和

时代精神，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

汲取艺术营养，不断创新、广泛交

流，带领中国的工业设计、壁画、

综合材料绘画艺术界不断探索，

创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的

时代精品，为社会留下更多宝贵

的艺术遗产。

工业设计、壁画以及综合材

料绘画与美术作品保存修复三个

艺委会分别召开会议，围绕“当前

工作重点及活动计划”“如何提高

创作水平和学术品质”两项议题

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和深刻的讨

论，研究和部署今后的发展方向

和各项具体工作。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国家

画院主办，黑龙江省教育厅和黑

河学院、俄罗斯阿穆尔州美术家

协会、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美术

家协会承办的“中国风——中国

画名家精品展”在俄罗斯阿穆尔

州开幕。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研究

院 执 行 院 长 曾 来 德 ，画 家 梁 占

岩、王永亮，俄罗斯阿穆尔州教

育科技部副部长耶列娜·扎里获

基卡，阿穆尔州美术家协会主席

瓦基姆·堪特拉基夫等出席了开

幕式。

此次展览集中展示了中国国

家画院画家的精品力作，彰显了

中国画这一独特的民族文化艺

术在今天的风采。画展期间，中

俄双方美术界嘉宾还参观了俄

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国立师范

大学孔子学院，观看了书法家曾

来德的现场创作。

“中国风——中国画名家精

品展”是 2010 年俄罗斯“汉语年”

框架下的重要活动之一，旨在弘

扬中国画传统艺术，以笔墨丹青

架设中俄友谊的桥梁。（王永亮）

本报讯 7 月 6 日，上海世博

园内宝钢大舞台的“中国元素大

师课堂”座无虚席，这里正在举办

中国元素大师讲堂刘中专场。“中

国元素”活动周是展现我国 31 个

省区市及港澳地区城市风情、传

统文化的舞台，此次首邀中外艺

术家及各国游客共同参与，旨在

让世界倾听中国艺术家环境保

护的心声，感受中国文化传承的

夙愿。

画 家 刘 中 在 宝 钢 大 舞 台 以

“我们的朋友”为主题，展出了他

的环保题材绘画作品，并在中国

元素大师课堂上发表了主题演

讲。现场气氛活跃，中外艺术家

及游客就环保问题和文化传承问

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朱永安）

本报讯 7 月 13 日，由北京

画院、福建省摄影家协会、新加坡

影艺研究会共同主办的“水墨黄

山——张美寅摄影作品展”在北

京画院美术馆开幕，展期至 7 月

19 日。此次展览以张美寅“黄山

风光”题材为主 ，共 90 件 作 品 ，

展览结束后这些作品将捐赠给

北 京 市 ，并 由 北 京 画 院 先 行 代

为收藏。

张 美 寅 为 新 加 坡 华 人 摄 影

家，1950 年生于福建泉州，现任新

加坡摄影艺术研究会会长，曾获

新加坡国家文化大奖，并多次被

美国摄影协会评为“世界摄影十

杰”。张美寅的摄影艺术经常关

注中国地域的自然风光，他多次

深入中国内蒙古、四川等地采风

创作，表现我国的壮丽河山。张

美寅拍摄的黄山充满了中国画的

水墨精神，透明的松影摇曳在山

间的浮云迷雾之间，渐隐渐现，或

浓或淡，自由的线条化为迷离晕

渗的墨痕，成就了“大象无形”的

道家心象，如一片酣畅淋漓的水

墨烟云。 （亦 言）

当代农民画：产业化之痛与创造之惑
——从“农民画时代，时代画农民”全国农民绘画展说起

本报记者 严长元

中国美协成立综合材料绘画与

美术作品保存修复艺委会

中国国家画院俄罗斯展示“中国风”

中外艺术家“中国元素”共话环保

丝 路 神 韵 铸 精 魂
——中国国家画院启动西部写生之旅

本报记者 严长元

张美寅摄影展演绎“水墨黄山”

粉养花（农民画） 党明汉

看戏文（农民画） 戴君芬

当代中国农民画孕育于传统

的年画、剪纸、刺绣等民间艺术，

灵感多来自于农民日常的生产生

活体验，由农家炕围画、锅台画、

箱柜画等演变而来，自上世纪 50

年代产生至今，伴随着我国社会

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而呈现出蓬勃生机。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城市

化进程的推进，失去土地的农民

其身份有了新的注解，多元艺术

形式下，农民画的处境有了怎样

的变化？在面向市场的社会背景

下，要求走向产业化的农民画及

画乡又有了哪些新情况和难题？

作为首届中国农民艺术节活

动之一，由中国文联、中国美协、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文

联共同主办的“农民画时代，时代

画 农 民 —— 全 国 农 民 绘 画 作 品

展”，7 月 6 日在浙江省美术馆开

幕。借此契机，在凸显新中国成

立以来当代中国农民画创作所取

得成就的同时，本报记者试图寻

求上述问题的答案。

农民画的发展：
真实体现时代变迁

农民画研究专家左汉中将中

国农民画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自

上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以“大

跃进”农村壁画和陕西户县农民

画为代表；70 年代末至 90 年代末，

以全国近百个农民绘画群体出现

为标志，至 1988 年，全国有 51 个

县因农民画创作成就显著被文化

部 命 名 为“ 中 国 民 间 艺 术 之 乡”

（即一般所谓的“画乡”）；从上世

纪末到本世纪初，随着社会经济

转型，文化艺术进入多元发展阶

段，中国农民画由繁盛而走向沉

寂，逐渐边缘化。中国农民画乡

也呈现出“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局

面。左汉中认为，第三阶段前，农

民画作者由于有着朴素的政治热

情和阶级情感，在原始的审美素

质与创造心态下，有一种发乎于

内心的原始气息，其作品也达到

了农民画发展难以逾越的高度。

与传统意义的绘画相比，发

源于民间传统艺术的农民画不乏

写实的一面，同时具有夸张、离奇

的想象力，写实造型加上夸张、强

烈的表现，正是农民艺术家质朴

生活与满腔热情的释放。“农民画

时代，时代画农民——全国农民

绘画作品展”上，来自全国27个省

区市的经评选选出的 400 幅优秀

农民画作品，无不体现这些特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农民

画相比，专业艺术家刻画农民和

农村生活的经典作品，也深刻体

现了人民与土地的深厚感情。罗

工柳的《延安人》、刘文西的《祖孙

四代》、赵延年的《隔代亲》、罗中

立的《父亲》，不仅表现中国农民

的个体形象，还深入探讨农民性

格与内心世界。方增先的《粒粒

皆辛苦》、杨之光的《一辈子第一

回》、全 山 石 的《维 吾 尔 拖 拉 机

手》，在表现人与环境的关系，探

讨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

在生产、生活中的心境时，洋溢着

的是一股真实的喜悦。遗憾的

是，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与热爱，这

种情感，在当代专业绘画中却十

分稀缺。这也使得那些毕生都将

农民题材作为自己创作方向的艺

术家，在今天显得十分难得。

农民画的当代定位
及发展矛盾

其实，对于农民画的归类，一

直令圈内人士尴尬：它既非文人

画，亦非西洋画；不是装饰画，也不

算工艺品。它不是一个画种，又无

一画种能涵盖。曾经，它是“农民

画的画”，而今天，在城市化浪潮

下，农民身份逐渐解体，许多公务

员、教师、干部也加入了创作的队

伍；农民画的生态也发生了变化，原

生态的农村环境、农村生活场景在

慢慢淡化，农耕、捕鱼、养蚕、建房、喜

庆、婚嫁等农民画主题逐渐失去活

力。这些变化，给农民画的发展提

出了新的挑战。

上海金山农民画副院长阮章

云说，诞生于新中国的农民画不是

自发性的民间美术，而是在以政府

为主导，文化部门组织下发展起来

的。他认为，中国农民画最大的价

值是较好地解决了因社会变迁、技

术更新取代生活中传统手工技艺这

个当代实践和理论的难题，把地域

特征和民俗审美为特质的传统生活

留驻在画面上。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殷双喜对

此有同感，并提到了当代应如何重

新看待农民画的价值高度：农民画

是后来考证这一地区某一时期文

化水准和生活现状的重要资料。

如果说，专业画更注重人物的典型

形象、心理刻画，那么，农民画更多

的则是记载集体活动，体现民族生

活和农民阶层的整体面貌。

的确，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

发展，各地农民画乡有了长足的

发 展 ，产 业 化 推 进 已 是 一 种 趋

势。重庆綦江县文广新闻出版局

王宏兴介绍，2006 年，綦江被文

化部命名为第二批国家文化产业

示范基地，农民版画从普及走向

提升。但他不无忧虑地指出，农

民 版 画 在 备 受 鼓 励 和 扶 持 的 同

时，一些农民画家开始努力改变

自己的风格，逐渐走向装饰画的

道路。“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农

民画失去本体的特色，短期内或

许会有经济效益，但长远看，路将

越来越窄。”他说，要真的使“美在

民间”，必须在保留农民画本色上

下功夫，而不是全国大整合。

如何处理产业化与保持艺术

性的矛盾？舟山市群艺馆徐锋认

为，产业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带

来了负面影响，抑制了作者的创造

力，使作品雷同、程式化乃至粗制滥

造。他认为，要处理好画家与产业

化的关系，发展产业可以从开发

农民画的衍生品上入手。

引进农民画辅导员，是耶非耶

辅导员的指导和参与是中国

农民画创作的独特现象。曾经，

户县农民画有辅导员丁济棠、刘

文西；金山农民画的吴彤章，山东

日照的安茂让，广东龙门的谭池

发等。一方面，他们深入研究本

地区民间传统美术，从中挖掘有

益于创作的素材和样式，诱发农

民作者的创造力；另一方面，他们

还充当伯乐，发现和培养人才，催

生优秀作品。但是近十年来，全

国农民画乡的辅导员现象在逐步

退化。第一代辅导员或去世，或

年事高，后继乏人，在不同程度上

影响农民画的总体格局。

河 南 商 丘 民 权 县 的 王 公 庄

村，人称“画虎村”，远近闻名，也是

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中国美

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等曾前来进

行专业辅导、交流。专业的绘画技

艺与地道、质朴的农民画风相结

合，应该是不错的选择。但是，专

家呼吁，一方面鼓励专业画家对农

民画进行辅导，另一方面，采取怎

样的方式辅导是更值得思考和讨

论 的 话 题 。 美 术 理 论 家 李 一 认

为：“ 专 业 画 家 不 能 取 代 农 民 画

家，农民画的许多感人之处甚至

超 过 了 专 业 画 作。”不 少 专 家 指

出，如何辅导，是以专业的技术来

要求还是结合农民作者个人的特

点适当调整，是以专业的技艺、风

格影响甚至取代农民画的风格还

是保持当地的个性特色，如何拿捏

个中程度十分值得推敲。如何既

不影响农民画的质朴、大胆又使其

在艺术性上有所提高，是一个很费

思量且需要实践证明的议题。

不久前，澳大利亚土著艺术展

来到中国美术馆展出时，其土著的

特色和当代的元 素 令 人 印 象 深

刻。“新世纪农民画的发展，要在

逐渐改变原来生态的基础上有一

些 发 展，其 实，农 民 身 份 并 不 重

要，更 多 的 是 可 能 从 民 间、从 土

地、从乡民民俗中自觉得到养分，

并吸纳当代及其他民族绘画的特

点重新创造，这是今天农民画发展

的一个重要趋向。”美术评论家尚

辉此说，为当代中国绘画以农民画

的方式走向世界提供了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