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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苑卮言

欧洲有众多历史文化名城，

无一例外，这些城市都有古典的

纪念性雕塑：国王、贵族、将军、

英雄、文化名人……他们有的骑

着高头大马，剑指苍穹；有的站

在高高的基座上，凝眉沉思，尽

管形态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的

特点，就是用雕塑讲故事。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

雕塑，这个城市该会

怎样？一旦没有了这

些 石 头 和 金 属 的 故

事，没有它们来保存

记忆、标识不同的城

市空间……这个城市

一定会乏味很多吧！

反过来说，如果不是

因为这个城市，这些

雕塑又何以可能呢？

因 为 城 市 ，才 有 雕

塑。如果不是因为这

些古典建筑、广场、园

林，这城堡、街道，雕

塑也没有身在其中的

理由。城市和雕塑在

二者的相互选择中，

搭配适宜、浑然一体，

所以才有如此魅力。

但这类古典雕塑

一旦看多了，也会觉

得单调、乏味，大同小

异。前不久，笔者到

欧洲考察古典雕塑，

然而印象最深的，反

而是那些非正统的作

品。例如，在布拉格

国家博物馆大楼前，

靠近马路的那片淡红

色石块铺装的地面上，有两个

小小的圆丘稍稍隆起，中间躺着

一个不到 1 米长的铸铜十字架，

上面不知是谁放上去了一朵黄

花。原来，1968年“布拉格之春”

的时候，为抗议苏军入侵，有两

位大学生自焚于此。如果它也

算纪念雕塑，它与周边高大的古

典建筑、广场上高达 10 多米的

某国王的骑马像相比，是那么微

小、平实、朴素，然而潜沉于大地

的表达方式，具有一种巨大的震

撼力量。它也在讲故事，但是它

的叙述方式颠覆了传统，它让英

雄不再高居于基座，而是融入脚

下的土地。

如果说，古典雕塑对应的是

20世纪以前的城市。而今，西方

的城市、建筑、人文精神都发生了

嬗变，西方雕塑也发生了很大变

革，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西方

人开始用公共艺术替代用人物讲

故事的城市雕塑，其观念和形态

与过去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西方雕塑的文化

效应是整体性的，它

和西方的人文历史、

宗教传统、城市空间

是 紧 密 联 系 在 一 起

的；它和西方的文学、

音乐、戏剧等等都有

精神上的呼应。单单

把雕塑拎出来，就雕

塑看雕塑，无论怎样

学习、模仿，并不能收

到好的效果。以前，

我们学习西方雕塑的

最大误区，恐怕就在

这里——只见到了树

木，没有看见森林。

正是有了整体性

的眼光，当我们把西方

古典雕塑与西方整体

文化和整体城市环境

联系起来的时候，在赞

美、欣赏之余，我们还

发现，它们也有问题。

再如，在维也纳，

有一位叫洪德瓦瑟的

艺术家，他用非常个

人化的绿色生态的方

式，以塑造、拼接、涂

画、借用的手法，对社

区、街道、建筑进行整体性的改

造，他的作品五颜六色、形态丰

富，具有一种新的综合性，所以

不妨看做是对既往建筑史和艺

术史的全面颠覆。当然，在他的

作品中，是没有古典雕塑的。

那些古典雕塑好不好，当

然好！然而，“夕阳无限好，只

是近黄昏。”对中国的观赏者来

说，一味感叹它的好是没有用

的。面对中国的城市，创造中

国的雕塑，才是我们感叹之余

真正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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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中国画双年展凸显“写意精神”
本报记者 高素娜

中国美协产生新一届雕塑和少儿艺委会

1 月 1 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

浙江省文联、浙江省文化厅、中国

美术学院等单位联合主办的“首

届杭州中国画双年展”在浙江省

美术馆开幕。本届双年展主题为

“意之大者”，其显著特点是紧扣写

意精神，将作品展示与理论研究相

结合。每位参展画家既有二三十

米长的展线，又有2000多字的文章

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该展览不

仅涵括了诸多知名画家，如崔子

范、陈佩秋、丘挺等，而且人物、山

水、花鸟三科作品俱备，为观展者

“回眸世纪发展之路”提供了方便。

杭州是“写意精神”的渊薮

在杭州举办此次双年展具有

特殊意义。有着悠久历史与传统

的文化大省浙江，不仅有赵孟頫、

徐渭、黄公望、吴昌硕、黄宾虹等

在中国美术史中具里程碑意义的

名家大师，到了 20 世纪，更是形成

了以国立杭州艺专为核心的，以

潘天寿、吴弗之为代表的“国美学

脉”。新中国成立后，又涌现出了

方增先、周昌谷、李震坚等为代表

的新浙派艺术家，为当代中国画

的发展创出了新境界、新天地。

此次 双 年 展 人 物 画 居 多，其

次是山水画，花鸟画较少。美术

评论家薛永年认为，这些作品不

管是精细的还是疏放的，都表达

了某种意味、意兴和意趣，笔墨自

由，心态也放松，尽管并非一一达

到了策展意图的高度，甚至写意

精 神 也 多 少 受 到 写 实 语 言 的 束

缚，但都反映出画家按照自己的

知识结构和生活阅历对写意精神

及其与现代生活直接或间接的联

系做出了诠释。

注重精神内涵的表达
是中国画的优长

从 20 世纪初的康有为、陈独

秀至今，国人一直在争议中看中国

画——什么是好画？什么是好的

中国画？因为民族文化不仅要有

自己的精神内涵，还要有自己独特

的表达形式。薛永年说，近二三十

年来，中国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

展，题材丰富、风格多样、敢于跨

界、勇于吸收，写实的、表现的、象

征的、装饰的、工笔的、写意的，应

有尽有，既表现了新的视觉经验，

也满足了多层次的审美需要。但

是，从当代精神文化的探求而言，

尽管有画家重视写意精神，但如

何理解其深层内涵，如何把握民

族文化精神、民族思维方式与中

国画艺术语言的关系，怎样把民

族文化精神的厚度与当代人文关

怀的深度结合起来，还是一个应

引起重视且需要不断思索和实践

的课题。

中央美院教授郭怡孮认为，

现当代绘画艺术所面临的重大问

题，不是风格不多、创新不够、技

术不佳，而是全球性的精神苍白、

下滑，在这一点上，坚守中国画的

文化底蕴，加强中国画的精神性

内涵，将会对世界艺术的发展起

到导向性作用。

20 年前，从事花鸟画创作的

郭怡孮带着“西方绘画是怎么表

现草木鸟兽这些自然景物的”这

一课题，专程去了欧美和非洲，进

行中西绘画的对比性研究。其结

论是，中国花鸟画不但在表现题

材的广博上占有优势，而且在精

神性内涵的表现方面也独具特

色，如中国花鸟画表现的是生命

精神而不是浅层次的肖似，这与

西方的动物画、植物画、静物画有

着本质不同；同时，中国花鸟画把

表达作者的精神、情感作为第一

要素等。“今天，当代花鸟画正以

一个崭新的面貌在表现时代、歌

颂生命、保护环境、关爱自然、呼

唤和平等方面，显示出它特有的

作用和生命力，这正是中国画的

优长。”郭怡孮说。

国画千年不衰源于“写意观”

多少年来，无数人曾从中国传

统绘画中眺望，那里看到的不仅是

中国的花鸟浪漫、山壑风流，更有

中国人诗性隽远的胸襟与心灵。

郭怡孮认为，中国画之所以千年不

衰、与时俱进，正在于它的写意观。

“写意既是中国绘画的一种

表现手法，又是中国画的艺术观

念。所谓写意，是画家对社会、对

时代、对民族文化和自然深邃体

察的总和，借助笔墨，立意为象，

它不同于具象的模拟和抽象的不

似。”郭怡孮说，早在 1000 多年以

前，中国画的写意观就已基本形

成，并在理论上不断地丰富和发

展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缘物

寄情、物我交融，意在笔先，似与

不似之间等，都是中国画写意理

论的精华。

但是，虽然中国画坛自 20 世

纪以来受自然科学思维的影响，

写实造型能力有了极大提高，但

在洞悉中国画写意精神的本质方

面，却略有不足。薛永年说，一些

艺术家或者把写意画法当成了写

意精神，把大笔大墨当成了写意

精神的唯一载体，或者将小情小

趣当成了终极追求，甚至把一己

情绪的发泄当成了天人合一的高

境界。“其实，写意精神既贯穿于

创作过程中，也体现在完成作品

里，正如本届双年展策展宗旨所

称，写意精神作为中国画的要义

通论，既非一种笔墨技法，亦非一

种语言风格，它是建立在思想内

容和形式语言之上的精神指向，

是中国美学的核心，是中国画最

具特色的表现形式和精神内涵，

也是传统中国文化的象征。”

今天的中国画要如何发展？

如何保有旺盛的生命力？如何使

它不断裂传统又有新创造？本次

展览中，学脉源于杭州的画家们

正试图以自己的尝试给出答案。

本报讯 画家陈丹青又要出

书了！这次不谈“多余的素材”、

不聊“外国音乐”，也不再续“退步

集”，而是“笑谈”他几十年来不断

想念的一个人——大文豪鲁迅。

在本月即将出版上市的《笑谈大

先生》里，陈丹青用他一贯独特的

方式解读鲁迅，“还原”鲁迅不为

人知的另一面：好看和好玩。

《笑谈大先生》的责编、广西

师 大 出 版 社 编 辑 总 监 陈 凌 云 认

为，作为一个画家，陈丹青的文笔

之好，丝毫不输很多职业作家，

“我曾经看过陈丹青老师十几岁

时写的书信，文笔就已经显出不

一 般 。 我 想 这 跟 他 的 家 教 有 关

系。他的行文感觉倒不像我们当

代作家，更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文人的味儿。”

《笑 谈 大 先 生》中 共 收 录 了

陈 丹青 7 篇关于鲁迅的演讲文。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坛的首位重

要人物，几十年来对他进行研究

的专家数不胜数。作为画家的陈

丹青，怎么会公开讲起鲁迅？陈

丹青说：“起因很简单，一开始就

是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先生邀请

我去他们馆里讲鲁迅。我以为讲

讲就完了，后来鲁迅的孙子周令

飞 又 邀 请 我 在 全 国 几 个 地 方 去

讲，所以后来他们就将这些演讲

文集结成册。”

为 何 冠 以“ 笑 谈 ”？ 陈 丹 青

说：“很多人一提到鲁迅，就首先

联想到很凶很苦、一天到晚发脾

气的形象。而在我眼里，他其实

有非常好玩生动的一面。我看先

生的作品，常常会在内心发笑，甚

至真的笑出声来。”

在《笑谈大先生》中，陈丹青

用独特的“眼光识力”开辟出一番

新颖的解读境地。例如他从鲁迅

的样貌去窥视他内在的深刻精神

世界，“鲁迅是我几十年来不断想

念的一个人……我喜欢看他的照

片、他的样子，我以为鲁迅先生长

得 真 好 看 …… 这 张 脸 非 常 不 买

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

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

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

皮。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

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

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

声名。” （张 杰）

本报讯 （记者续鸿明）2010年

12 月 31 日，中华世纪坛当代艺术

中心在京成立并推出开馆大展——

“合·盒新媒体装置艺术展”。该

展以装置、影像、演出等当代艺术

表现形式，为首都观众带来了别

样而独特的艺术体验。

意大利设计师依科·米奥雷

负责本次展览的空间装置设计，

艺术家汪建伟、由宓分别担任展

览艺术顾问和导演。该展览由几

个盒子空间与艺术装置组成，依

科的设计充分发挥了空间纵横维

度，形式大胆前卫。这些盒子内

分别布置了一个普通后台、几套

造型展示的传统戏服，若干纸伞

悬挂构成的夸张装置，等等。在

“盒子”内，戏曲演员与现代舞舞

者从安静内敛的上妆、练功开始，

渐渐把观众带入演绎世界。表演

成了独立的维度，其叙事若即若

离地暗示着《白蛇传》的古老故

事。演员在不同的装置盒子间游

走，在转换背景的同时亦瞬间转

换身份。观众也因自己置身展览

之中，观展的视角和身份发生错

位而体验到奇妙的感受。

此次展览的出品人、北京歌

华 文 化 发 展 集 团 董 事 长 王 建 琪

说，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接

轨、如何激发年轻人的热爱与关

注、如何走向世界，是一个时代大

命题，这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形式

包装，更重要的是观念的革新，在

传统与当代之间找到契合点。王

建琪认为：“‘合·盒’是用当代观

念阐释中国传统文化，并把它融

入世界当代文化版图中一次很好

的尝试。”

“合·盒”：用新媒体展现经典戏剧

陈丹青新书笑谈鲁迅
本报讯 （记者严长元）艺术

委员会是中国美术家协会开展活

动、提升品质的重要学术支撑。

2010 年 12 月 29 日，中国美协雕塑

艺委会、少儿艺委会新一届成员

在京产生，中国文联副主席冯远

出席并分别为近 60 名新委员颁发

聘书，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常务

副主席吴长江及中国美协秘书长

刘健等出席会议并讲话。

成立于 2000 年的中国美协首

届雕塑艺委会，是中国雕塑界的

主体力量。10 年间，举办了数十

项重要活动和相关研讨会，并坚

持主流话语和政策导向，利用雕

塑贴近生活的特性，通过鲜活的

艺术表现感染社会，从而对整个

民族审美意识的提升和性格塑造

起着重要作用。但是，雕塑领域

的专业发展和社会需求在近 10 年

间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在

全国铜雕委员会、中国雕塑学会、

中国雕塑院等机构相继成立的情

况下，中国美协雕塑艺委会如何

找准自己的定位，更好地发挥美

协联系广大雕塑艺术家的优势，

提高展览活动的学术含量成为大

家关心的重点。会上，以黎明为

主任、吕品昌任秘书长的第二届

雕塑艺委会成员，就当前中国雕

塑事业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

并研究今后的发展方向，对相关

工作进行了部署。

中国美协少儿美术艺委会成

立于 1986 年，是较早成立的艺委

会之一，在几任委员的共同努力

下，开展教育学术研究，举办儿童

美术展览，沟通美术界和教育界，

取得了一批丰硕成果。第四届少

儿美术艺委会是由尹少淳为主

任、龙念南为秘书长的 30 位委员

组成。

近日，由今日美术馆和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共同主办的“水调歌头”

凌健个展在京开幕，共展出旅德艺术家凌健 2008 年至 2010 年间创作的

多件装置、油画系列作品。凌健以其女性系列肖像为人所熟识，“水调歌

头”是作者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启发，首次运用文学素材，并通过当代艺

术的形式，以一种幽默的风格勾勒了当代女性的精神状态，表达了对当

下图像消费的某种批判与反思。 本报记者 卢 旭/摄 朱永安/文

齐白石册页精品领衔隆祥首拍

本报讯 北京隆祥在线拍卖

有限责任公司将于 1 月 5 日至 6 日

在北京亮马大厦举行艺术品首拍

预展，1 月7日正式启槌。其中，海

外回流的《齐白石草虫花卉十二开

册页》和《齐白石玉簪花草虫》《齐

白石松鹰图》等是主打精品。

据介绍，《齐白石草虫花卉十

二开册页》是齐白石绘画风格成

功转型的代表作，在海外颠沛流

落了半个多世纪，如今在有识之

士的帮助下回到祖国。此外，崔

子范、何海霞、亚明、范曾、黄胄、

刘文西等名 家 精 品 也 将 亮 相 拍

场。隆祥公司负责人表示：“ 我

们 这 次 采 用 的 是 低 标 导 入 方

法，许多作品的标的普遍低于市

场价位。看似火爆的中国拍卖行

业，实际很脆弱，只有真正把机会

留给客户、把权力交给市场，才有

利于艺术品拍卖行业的正常发

展。” （因 明）

兰州画院举办美术作品展迎新年

本报讯 2010 年12月29日，

由兰州画院、兰州美术馆主办的

“迎新年·兰州画院美术作品展”

在甘肃兰州美术馆开幕，共展出

兰州画院画家新近创作的国画、

油画作品 70 幅，这也是兰州画院

阶 段 性 创 作 成 果 的 汇 报 展 示 。

当天，“ 百年甘肃——兰州美术

馆馆藏美术作品展”同时开展。

兰州画院近年来加强了画院

创作和对外交流的力度，作为品牌

项目的“大河魂——兰州画院美术

作品展”目前已在业界逐步显现出

自己的特色。 （亦 言）

“回顾与展望”荆楚大地上的中国画

本报讯 2010 年 12 月 29 日，

由湖北美术馆、湖北省美术家协

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主办，湖北

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湖北省美术

院中国画创研室、武汉画院、中南

民族大学美术学院协办的“回顾

与展望——湖北中国画艺术展”

在湖北美术馆开幕，共展出湖北

百余位画家的作品 400 余幅。

此次展出的作品中，既有前

辈艺术家的经典之作，也有中坚

力量的实力佳作和年轻艺术家

的新作，这些作品题材多样、内

容丰富，在形式、风格、技巧上均

反映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和强烈

的时代精神，整体上反映了 20 世

纪以来，湖北中国画艺术创作的

总体面貌。 （夏 梓）

纪念徐悲鸿诞辰115周年书画展举办

本报讯 近日，由文化部侨

联、中央国家机关 侨 联、徐 悲 鸿

纪 念 馆 主 办 的“ 纪 念 徐 悲 鸿 诞

辰 115 周 年 国 际 优 秀 书 画 作 品

展”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办，

来自首都党政机关及书画界的

150 多人出席了开幕仪式。

此次展览共展出中外艺术家

创作的国画和油画作品 200 余幅，

内容丰富、风格迥异，吸引了众多

观众驻足欣赏。该展览在筹备过

程中不仅得到了徐悲鸿纪念馆馆

长廖静文等老一辈艺术家的指

导，还得到了海内外许多美术界

人士的响应和支持，共收到各种

来件、来函 500 多幅。 （赖祖金）

苏宗胜推出“禅心清韵”花鸟画展

本报讯 （记者肖维波）由旸

谷斋和吴东魁艺术馆共同主办的

“禅心清韵·苏宗胜花鸟画大展”

近日在京开幕。共展出苏宗胜新

作 70 余幅，这些作品用笔随意、自

然率真，记录了苏宗胜在笔墨情

趣中不断攀登的进取精神。

苏宗胜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

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山东省美

协理事、山东画院高级画师，他崇

尚回归自然，注重从大自然中吸收

灵感，通过花鸟竟生存、草木斗芳

艳的美学品格折射出对自然生灵

的赞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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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头双鸟情意巧（国画） 朱颖人秋（国画） 陈佩秋 同在春季（国画） 王迎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