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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讯

回声壁

■“我以为中国画真正意义上的大师在 10 年、20 年内出现的

可能性不大。二三十年后，或许……陆续出现极少数真正有思

想、有个性、有传承、有新意、有独立艺术语言的画家。他们的创

作会超越前辈大师，代表当代水平。”

——美术理论家丁雪峰说“一二十年内中国画不会出现大师”

“大师”这顶帽子，如今不再神圣，谁想戴给谁戴，简直可以批

发派送。在媒体上、生活中，各色“大师”我们还见得少吗？书画

界自封的“大师”尤其多。但如果我们还原大师的本义，探讨“中

国画多少年才能出一个大师”这个严肃话题，多半会像丁雪峰一

样乐观不起来。

■“我跟很多媒体谈过，‘当代艺术’这个概念不准确，始终

没有找到一个准确的词汇来概括当下所发生的艺术状态。实

际上，当下所有活着的人所从事的艺术就叫当代艺术，这从逻

辑上来说是无可争辩的。但大家目前提的‘当代艺术’一定是

带有前卫性、探索性，不同于古典写实主义，也不同于印象派，

也 不 同 于 抽 象 派 的 一 种 东 西 。 这 种 东 西 到 底 叫 实 验 艺 术 也

好，叫探索艺术也好，或者叫未来艺术等等，总之‘ 当代艺术’

这个词是临时性的。”

——画家艾轩说“‘当代艺术’是一个急功近利的词”

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固有文化、学术的自我更新能力

便渐趋萎顿，至今难以恢复。“当代艺术”是一个舶来的概念，内涵

不确，外延不清，明显是蹩脚的“硬译”（鲁迅语）。偌大一个中国，

竟然不能对当下所发生的艺术状态给出国人自己的、公认的学术

命名，太可悲了。

■“也有不少年轻人在从事当代水墨创作呀。艺术本来跟年

龄没什么关系，只是在中国大陆成为了问题……年龄一大，就开

始保命、保名、保价、保位置，生怕有伤自己的既得利益。中国当

代艺术的内荏于此甚重，短时间难以救治。”

——美术批评家王林说“当代水墨缺乏问题意识”

何止当代水墨，传统水墨、书法、油画、装置、影像等诸多门类

都缺乏问题意识，深刻的作品难觅，此为一大原因。

续随子 点评

书画名家感受魅力大同
本报讯 9 月 24 日，由大同

市政府主办，中国民族书画研究

院等单位承办的“中国书画名家

走进大同——创作大同诗、词、赋

活动”书画捐赠仪式在山西省大

同市举行。

从今年 6 月该活动启动以来，

来自国内的 40 多位书画名家在感

受了云冈石窟、北岳恒山、悬空寺

等历史文化古迹后，经过 3 个月的

酝酿和创作，以诗词书画作品的

形式深度挖掘和展现了大同的历

史积淀与丰厚文化遗产。本次书

画名家捐赠的代表作品有中国书

法家协会主席张海创作的《魅力

大同》、首都师范大学博导欧阳中

石创作的《和谐大同》、书法家米

南阳创作的《大同赋》等。

据悉，本次活动是第八届中

国民间艺术节暨第九届中国（大

同）云冈文化艺术节的组成部分。

另据大同市市长耿彦波透露，大同

市政府正在集中精力推进“文化大

同、旅游大同”建设，书画名家捐赠

的作品未来将被珍藏于筹建中的

大同市美术馆中。 （弈 和）

霍春阳传统艺术研究会在京揭牌

罗炳芳书画的“古韵今风”

正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第四

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相较于

上几届双年展来说，其“生态与家

园”的主题更具全球性，而它所激

起的关于全球自然生态以及精神

家园的讨论也更为热烈。但记者

最大的观感却是，无论展出的众

多作品，还是各国艺术家讨论的

话题，都比任何一届展览显得更

为沉重——健康生态、和谐家园

在今天，比任何时代都显得愈发

遥远而珍贵。而比显性的自然生

态危机更值得焦虑的，是隐性的

人文生态危机——人文精神的缺

失、道德自我约束机制的松弛、生

态环境保护意识的薄弱……在 9

月 21 日召开的北京双年展国际研

讨会上，来自英国、法国、美国、德

国、印度等国的众多艺术家和中

国的专家学者一起，就艺术在面

对“生态与家园”这一命题的立场

与思考进行了深入探讨。

反思艺术的使命
回归艺术的原点

如何控制碳的排放量似乎是

科学家要面对的问题，讨论气候

问题的《京都议定书》和哥本哈根

会议背后反映的是政治较量……

生态环境问题往往包含着复杂的

内容。但是，今天的当代艺术家往

往喜欢充当政治家、哲学家、思想

家、社会学家乃至科学家的角色，

试图介入并干预世界变革。“与其

做外行的问题解决者，不如做感悟

艺术的真正的艺术家。”四川美术

学院教授林木则提出，艺术家不如

回到艺术的原点，通过艺术取得共

鸣，去创造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

次展览“生态与家园”的主题，将

生态关怀与家园建设结合起来，

扩大了文化视野，深化了展览的

精神内涵。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

副主席吴长江指出，这一主题意

在表明当代中国与世界各国艺术

家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的文化立场

和艺术担当。

中国作品多呈示现实
外国作品重解决方式

物种灭绝、工业污染、气候变

暖 …… 全 球 性 环 境 问 题 无 人 幸

免，但艺术的表现方式却可以有

所不同。本次双年展上，国外作

品 398 件、中国作品 164 件，包含

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漆画、

雕塑、装置、影像及综合材料等多

种形式，但架上绘画仍为主流。

或直接取材于现实的自然灾

难，或借助传统艺术形象来加强

艺术表现力以表示良好祝愿，或

通过人的形象与活动，传达出对

和谐境界的向往……总体上中国

作 品 在 揭 示 破 坏 生 态 环 境 的 危

害、批判破坏行为之恶劣方面，呈

现出视野广阔和视角多样化等特

征。这从傅申年的中国画《五月

重生》，广廷渤、刘剑英、吴静雨、

高阳的油画《时间·生命——5.12

汶川祭》、朝戈笔下质朴的蒙古族

少女和闫萍描写民间戏班演员的

《传情》等作品中均可看到。胡明

哲用亚麻布、岩彩、箔、纤维制作

的《生长的都市》，灵感来自北京街

区高大的玻璃幕墙，它们反射出不

断扩大的都市景象，警示人们关注

直线发展观带来的问题。

美术理论家邵大箴特别指出，

本次双年展上的“版画、水彩、漆

画、雕塑和综合材料”等中国作品

十分注意本画种语言的特性，是对

许多画种一味追求大画面、大主题

而向油画看齐、雕塑既不雕也不塑

等现象的纠正。

与中国作品更多呈示现实、

歌颂自然、表达祝福等相比，外国

艺术家作品在提出问题后试图以

艺术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思路显得

略有不同。智利的费尔南多·梅洛

呈现了乡间奇特的风景，神秘却引

人入胜，表达了重建与自然轨迹相

联系的生态链的愿望，作品中拉紧

的绳索构建了基本的理性思维模

式；而从朱伦·伯克的设计中可以

看到，胡萝卜种植园代表着以人为

尺度的经济模式，该模式是以打造

健康合理生产链为目标的有机可

持续性农业运作方式。

艺术模仿自然
还是自然模仿艺术

但现实却是，一方面艺术家

希 望 能 够 建 立 起 一 个 和 谐 的 世

界，强调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但

另一方面，艺术家又自觉或者不

自觉地在创作的过程中，创造了

一些与自然相悖离的形象。法国

艺术史家、国际艺术史学会秘书

长蒂埃里·杜夫海纳以中国的“麒

麟”为例，通过对当代艺术中混杂

与比拟艺术手法的讨论，表达了

“人与自然”的悖论，即人类某种

程度上试图控制自然的欲望。奥

地利当代艺术策展人卡琳·齐默

女士也提出了相同的问题，即在

艺术当中究竟是自然模仿艺术，

还是艺术模仿自然？

无论是中国的评论家还是外

国策展人，他们都表达了要保持

对自然的一种敬畏，不要让权利

和欲望过分膨胀的态度。传统中

国画曾经恰当地呈现了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景象。但是在高度城

市化的后工业文明中，中国画的

审美理念也发生了变化。

美术评论家尚辉指出，传统

中国画着眼在自然山水与花鸟中

对于独善其身的精神放逐的表达，

但 20 世纪的中国画也在现代性的

转型中因实现人文关怀的诉求而

失去了传统文人画精神家园的抚

慰作用。也就是说，由于城市化已

让人类远离了自然生态，在某种意

义上讲，当代山水画与花鸟画所表

现的自然生态都是虚拟性的，即使

艺术家偶或为创作而走进真山真

水，也仍然是携带着城市文明的观

照方式去审视自然生态。画家常

常通过对自然山水与花鸟的表现

寻找那样一片内心的宁静。

地域与时代背景下的
“精神家园”

针对非洲大陆存在的贫困、

饥饿、污染等各种现实问题，塞内

加尔的艺术家欧塞伊诺·韦德表

示：“我们要展现非洲的艺术和美

术，展现在非洲一切美的存在、善

的存在和好的存在。是时候让非

洲人自己来谈他们的美学了，而

不是在被排斥的情况下谈他们的

美。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关于“生态与家园”的主题与

艺术理想，印度艺术家拉杰卜·巴

塔查尔基谈到了“冲突”。“我们一

直在考虑转型期的问题，我觉得这

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在这个转

型期内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冲突，包

括本土的冲突，以及不同文化和不

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我的作品在创

作的时候就考虑到持续存在的冲

突。”他认为，艺术创作“应该找到

这些作品的切合点，将城市的阴暗

面和城市的闪光点连接起来”。

而中国学者的思考更具有现

实针对性，很多人不约而同地提

到了北京的 798。中国国家画院

副院长张晓凌博士认为，798 是西

方后殖民主义在中国文化中的典

型呈现，它使中国当代艺术的独

立精神前所未有地退化了。清华

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杭间认为这个

愈来愈商业化的 798 非常像文化

上的“中国制造”——虽然它呈现

出非常复杂的状况。中国制造的

产品当中，不少是粘贴西方标签

销售到全球的，中国的当代艺术

某一方面的情形与此类似。而来

自英国的“创意”模式，原本是以

科技的模式为主导的文化产业发

展结构，却因中国目前还不具备

快速发展的条件，表现出了以前

卫艺术而非以设计为主的特色。

针对当今网络的不断发展，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余

丁提出了“网络主义”这样一个新

词汇，他认为，网络主义正在逐渐

演变成新的意识形态，并成为 21

世纪共同的文化特征，他的一份

关于“80 后”中国青年艺术家的调

研报告也印证了这一观点。

“在艺术领域里面，网络主义

并 不 是 任 何 一 种 特 定 的 艺 术 形

式，而是指它的思维、观念和思想

方法，在现实的艺术运营当中，会

对西方自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所谓

的艺术世界的概念和系统提出挑

战。”现实世界中有画廊、拍卖行、

艺术博物馆、收藏家、批评家、策展

人6大元素。随着网络技术的广泛

应用，人们可以在虚拟空间里获得

更多的观众和价值认同，消解了实

体空间的束缚。这是全世界艺术

创造者都需要注意的一个现象。

望京街（油画） 徐晓燕

本报讯 （记者高素娜）由北

京时代美术馆与三峡大学共同主

办的“ 造化——田亚洲油画展”

近日在京开幕，共展出田亚洲油

画作品 50 余幅。

田亚洲钟情于油画风景创作

已久，他认为，风景写生不仅是色

彩的艺术，更是内心激情的释放，

物象的生命感皆由激情的释放而

萌发、由色彩的铺陈而赋予。近

年来，田亚洲足迹遍布国内的山

川丘壑，以亲身践履的方式不断

阐释着“造化”的真正含义。从写

生中，他找到了自己的语言、题材

和灵感，以及画者的一种自足的

艺术状态和生活方式。在策展人

杨维民看来，当今画坛具有真正

“乡愁”意味的作品正渐行渐远，

田亚洲的油画风景创作促使人们

重新意识到了“乡愁”的意义。

两岸抽象艺术在京交流
本报讯 （记者朱永安）9 月

25 日，由台湾收藏家协会和亿象

艺术空间主办的“首届海峡两岸

抽象艺术交流展”在北京酒厂艺

术区亿象艺术空间举办，共展出

张 誉 怀 等 5 名 台 湾 艺 术 家 和 吴

强、管朴学等 7 名大陆艺术家的

抽象艺术作品近 30 件，探讨了中

国抽象艺术的历史渊源与发展

前 途 ，增 进 了 对 文 化 同 源 的 认

识，并为各自的抽象绘画探索提

供了有益借鉴。

艺术家们认为，中国艺术有

着独特的抽象表现手法，无论是

早期的彩陶、岩画和青铜图纹，还

是唐宋以后书法中的狂草、绘画

上的泼墨写意，都体现着高超的

抽象禅意。而两岸艺术大师朱德

群、赵无极、吴冠中等也已经在

国际抽象艺术运动中引领一方，

两岸当代艺术家应该继续努力，

开创新的中国意象绘画风格。

央美展出“日本图画书”
本报讯 （记者李百灵）9 月

24 日至 10 月 16 日，由中央美术学

院和日本财团法人岩崎知弘纪念

事业团主办的“日本图画书世纪

展”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

图画书是指用图画说话的书

籍，近年来大量世界经典的图画

书被引入中国，国内的原创图画

书也在茁壮成长。与一般展览不

同，此次展览以孩子的视线为视

角，以鼓励更多的孩子从小得到

艺术的熏陶。

展出作品囊括了大部分日本

近现代图画书代表作，如《没了没

了吧》、《月亮叔叔》等，并推出了

日本著名图画书作家岩崎知弘的

作品，不啻是对日本图画书历史

的梳理。

本报讯 （记 者 张 晶 晶）日

前 ，霍 春 阳 传 统 艺 术 研 究 会 在

中国书画艺术创作基地揭牌。

霍春阳现为天津美术学院硕

士生导师、天津美术家协会副主

席，以花鸟画闻名于画坛。霍春

阳表示，该研究会旨在学习、研究

传统艺术，培养一批有才德的书

画人才，建构一个弘扬传统绘画

的艺术平台。

本报讯 （记者朱永安）9 月

25 日至 10 月 5 日，“古韵今风”罗

炳芳书画艺术展在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美术馆举办。

本次展览重点展出了罗炳芳

在改革开放后创作的各类绘画和

书法作品近百幅，油画《涛声阵

阵》、水彩画《青山独秀》、中国画

《金龙腾飞》等作品，既继承了中

国传统笔墨的“古韵”，又注意增

强画面的丰富性与现代感，体现

时代的风貌。罗炳芳创作于 1959

年的油画代表作《鲁迅和瞿秋白》

也在展览上与观众见面。该作品

现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今天

看来，仍能让人感受到其中高扬

的中国气派与民族风采。

罗炳芳生于 1931 年，1952 年

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学习，

受到吴作人、董希文、张仃、罗工

柳、艾中信等众多名师的教诲。

罗炳芳的画作既充满了东方韵

味，又融入了当代审美的情致和

西画的构成与色彩技法，折射出

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和中西文化

的强烈碰撞。

本报讯 （记者严长元）云似

流霞，瀑若飞仙，道路行旅、屋舍

山川……近 60 件中国山水画作品

在北京琉璃厂宏宝堂展厅内，错

落有致，散发着古意与诗情。在

60 甲子来临之际，画家王幼学以

不同时期的画作展示了自己“丹

青寓乐”的人生主题。

王幼学，1950 年生于山东淄

博，自幼喜画，后师从于山东艺

术学院徐全堤教授，接受严格的

科班训练。80 年代遍访名师，后

归 于 中 国 画 名 家 孙 其 峰 门 下 。

尤其难得的是，为求得艺术上不

断的精进，他以 56 岁的年龄，两

次进京，分别在中国艺术研究院

贾又福山水画工作室、中国国家

画院卢禹舜山水画高研班进修，

技 艺 上 收 获 颇 丰 。 评 论 家 认 为

他 的 创 作 ，“ 笔 中 有 墨 ，墨 中 有

笔，在点、线、墨、色的交响中营

造出感性生动的生命形式和郁勃

的活力”。

王 幼 学 曾 任 淄 博 市 美 协 副

主席、蒲松龄纪念馆馆长，现为中

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

术师。

陈廷友山水画展亮相南京聚宝堂
本报讯 日前，“守候笔墨——

陈廷友山水画展”在国内首家“银

行里的美术馆”聚宝堂美术馆开

幕，展览由深圳发展银行南京分

行江宁支行主办，聚宝堂美术馆、

南京金盏花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

司承办。著名画家徐培晨、左庄

伟、佘玉奇等及百余名观众参加

了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怎样欣赏

书画”的讲座，吸引了现场观众的

积极参与。

陈 廷 友 现 为 中 国 美 术 家 协

会 会 员 、安 徽 渐 江 国 画 院 常 务

副 院 长 、安 徽 省 文 史 馆 特 聘 书

画 研 究 员 。 多 年 来 ，陈 廷 友 不

倦 汲 取 大 师 笔 墨 精 髓 ，努 力 体

现 传 统 艺 术 风 范 ，并 积 极 注 入

现 代 美 学 意 识 ，探 求 自 己 新 的

笔墨表达风格。

本次展览汇集了其新近创作

的 40 余幅以黄山为题材的山水画

作品，气韵生动。 （周少一）

今年是韩国“中国访问年”，

9 月 25 日，“2010 中韩陶瓷文化交

流——宜兴紫砂和韩国陶瓷北

京展”在北京韩国驻华文化院举

办。此次展览以弘扬两国陶瓷

文 化 ，推 动 茶 杯 工 艺 复 兴 为 宗

旨，共 展 出 中 韩 两 国 各 50 位 陶

艺 家 的 300 余 件 作 品 。 当 天 下

午，中韩两国陶瓷艺术家还现场

表演制作紫砂壶及瓷碗，吸引了

众多观众的眼球。

本报记者 李百灵 摄

田亚洲油画亮相时代美术馆

环境污染（摄影） 穆阿拉·居尔莱（土耳其）

梦幻紫罗兰（油画） 吴 强

海上生明月（国画） 罗炳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