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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 月 9 日，“东西

交融——陈湘波、文祯非作品

展”在美国华盛顿州百威尔市

岗纳乐兹船画廊举办，共展出

画家陈湘波和文祯非近年来的

创作 40 幅。展览将持续至 3 月

6 日。

陈湘波的绘画作品延伸着

中国画的本体方式，画风朴素、

清澈、柔和、自然。他继承了岭

南画派的优秀传统，以深厚的

造型基础与超凡的色彩之觉，以

新法为韵，积国学为本，赋形象

以自然之理，显事物天趣，寻文

境本源，以构成画之核心。这些

都源于他用心感悟宇宙中的自

然之道，由此达到了心境与画境

的呼应，绘画技法实乃道法的

转型。陈湘波现为深圳市关山

月美术馆馆长，国家一级美术

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文祯非的油画具有一种神

奇的东方魅力，其风景画笔触

富 有 质 感，色 彩 生 动，韵 味 十

足，而那种兼具诗意的写意手

法无疑在当代中国油画界具有

自己独特的风格，特别是他的

风景画，那种神秘、忧郁而又丰

富深邃的情调深深地吸引着观

众。文祯非毕业于青海师范大

学美术专业，2007 年获得俄罗

斯国立师范大学美术系油画硕

士学位，现为深圳市关山月美

术馆艺术总监。 （亦 言）

陈湘波、文祯非作品在美展出

贺慕群，1924 年出生于浙江

宁波，1965 年赴法，2002 年叶落归

根，回国定居。在巴黎生活和创

作的 37 年间，贺慕群以自身的奋

斗和过人的才华，在艺术家云集

的巴黎赢得了自己的位置，成为

继潘玉良之后，最为杰出的华裔

女艺术家。

贺慕群虽然在艺术思想上受

到巴黎自由艺术之风的熏染，喜

爱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艺术表

现，但她在绘画创作上并不随时

代潮流而动，反而沉潜于绘画艺

术自然朴素的本质，以具象表现

之法描绘日常生活中朴实无华却

散发着生命魅力的事物。静物、

人物是画家最常表现的题材，面

包、蔬果、生活用具、劳动者、孩

子、画家自己……这些现实生活

中最普通的物与人，画家以一颗

诚挚与关爱之心来看待它们，以

浓郁的色彩、率性的用笔和简约

的形式来表现它们，使它们散发

出一种特殊的生动和内在的力

量，每每令人观后深受感动。

2 月 17 日至 3 月 6 日，“贺慕

群艺术回顾展”在上海美术馆举

办，展出画家上世纪 50 年代到最

近创作的代表性油画、版画、素

描、速写等作品近 150 幅。早在

2002 年贺慕群结束巴黎的生活回

上海定居时，上海美术馆就为其

举办了一个较为大型的个展，将

其从巴黎带回的创作时间跨度长

达 40 多年的作品做了一个较为全

面的展示。与上次个展的不同之

处在于，此次展出的作品里不仅增

加了不少她盛年时期的力作，还增

添了最近几年的新作，以及早年的

一些精彩纸本作品。因此，此次展

览称得上是她迄今为止最为全面

的一次艺术回顾与展示。

■“绘画创作一直是本科生就很好了，研究生就不一定很好，

博士生就更不一定很好了。以前没有艺术院校的时候，师傅带徒

弟的教授方式同样可以诞生大画家。我带的博士生方向是中国

油画研究，比较笼统。这个专业的博士生是非常奇怪的，毕业时

不仅要做毕业创作，还要提交论文，其实绘画本不应该有博士。

一开始我就反对，但是反对没用，别的学校都做，中央美院也就做

了。画家本来写论文是很困难的，总体来讲，基本是凑合毕业。”

——靳尚谊说“其实绘画本不应该有博士”

中国的论文数量高居世界第一，中国的博士数量大概也名列

前茅吧。论文大国却没有培养出一位本土的诺贝尔奖得主，论文

再多又有何用？国内这些年培养的绘画专业博士也有不少，多是

“凑合毕业”罢了。

■“中国人到现在为止对艺术的理解，在我看来还停留在‘五

四’到 1970 年代这段时间，‘画一个东西要很像这个东西’，受这种

艺术观念影响成长起来，并没有像西方那样，有一个博物馆体制，

有艺术变迁的线索，新艺术的变化都随时能让老百姓看到，中国

还没有。尽管当代艺术出现了 30 年，但媒体基本不报道，近几年

报道了，也仅仅是把当代艺术作为‘艺术是高价商品’这一角度去

报道。”

——艺术评论家栗宪庭说“中国人对艺术的理解还停留在几

十年前”

在我们这儿，非但“艺术变迁的线索”是含混的，就连社会变

迁的线索也是断裂的，无论艺术还是其他，渊源、脉络、原因和真

相至今难以理清。

■“就在人们感叹去年艺术品身价猛增的时候，明星书法家

们也在偷着乐。赵本山现在是一个字 23 万，但仅仅 3 年多前，也

是那几个‘平淡无奇’的字，一个字却只卖到 8500 元。这么短的时

间内，赵本山书法的身价陡增了 27 倍。这个涨幅绝对是惊人的。

即便是徐悲鸿这样的美术大师，在‘涨’声一片的艺术品市场，其

代表作《巴人汲水图》6 年间也不过涨了 10 倍。赵大师可比徐大师

厉害多了。”

——郦亮在《上海青年报》撰文《赵本山书法拍出天价幕后揭秘》

本山大叔写的不是字，写的是名。书法须有“法”，赵体有

“法”吗？鄙人愚陋，没看出来。

■“前几年说‘策划人时代’，策划人很时髦，掌握一定的话语

权，但现在策划人身份不再那么受青睐，可能是庸俗的展览泛滥

成灾了。尤其是带有嘉年华性质的双年展、三年展的模式，往往

起一个大而无当的题目，似乎什么作品都可以囊括其中，成为一

个秀场和大 party。而大规模的展示也使观看者难以认真解读作

品，甚至最后看得都视觉疲劳地要呕吐了。这种双年展、三年展

往往也成为政府的文化业绩或商业性操作，这就更背离了展览的

前卫性与学术性。”

——策展人冯博一说“庸俗的展览泛滥成灾”

展览搭台，娱乐唱戏，各地盛行的双年展、三年展，不少是貌

似学术、名不副实的秀场。

续随子 点评

贺慕群：

朴素生活的歌者
美 周

本报讯 2 月 5 日，“中国寻

梦——李耀林油画作品巡回展”

在意大利展出，共展出画家新创

作的油画作品 30 幅。该展是意

大利中国文化年的重要绘画展览

之一，巡展城市包括罗马、米兰、

威尼斯等。

据悉，此次展出的作品以中

国古典民居和中国古代皇宫建筑

为主题。李耀林认为，建筑是一

个国家、民族生活方式和文化精

神的外化，集中了民族的审美情

趣、审美精神、审美理想和建造智

慧，充满了造型艺术的视觉能量，

尤其承载着民族历史的过程。这

一艺术思想在其风景画中有着集

中的体现，中国南方的古典民居，

以大面积白墙与黑瓦顶构成节奏

感极强的色调。墙、瓦与门窗之

间的点、线、面对比，黑白平面分

割，极具形式美感，造型极简而内

涵丰富。中国宫殿建筑以红墙与

橘黄琉璃瓦构成华丽辉煌的东方

色彩，白色大理石基座更烘托了

华贵至尊之气派。建筑空间尺度

从容大度，极具视觉稳定感和空

间感。在这两种建筑中蕴涵的中

国造型艺术特征非常鲜明，并具

有极其丰富的人文内涵。李耀林

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

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李百灵）

李耀林赴意呈现“中国寻梦”

月上宫墙（油画） 李耀林

有 人 看 着 墙 上 的 我 的 画 问

道：“你最喜欢表现什么？”他这么

一问却把我问住了。我以为自己

的表现已经在画上，倘若还要靠

说，不是画没有画出来，就是去说

非绘画的东西。

我 是 画 家 ，总 是 感 觉 先 行

的。开始的时候，自己穿过大街、

路过树林、看见光照、触摸一个带

叶的水果，总是有质地的东西引

起我的绘画兴趣，似乎绘画的开

始和结束就在这个“ 看”的感觉

中。日子久了，你终于发现绘画

的魅力不仅如此，因为一幅好的

艺术作品留在画中的激情可以延

续万年且照亮一个深度世界。因

此，你画一朵玫瑰花，如果画得毫

无生气，它再怎么象征爱情也是

朵假花。一朵盛开的花，其盛开

就是入画的姿态，不说是什么花，

就已经面临绘画了。单凭花的姿

态，用中国古画论来看：花的横生

有临风、承露、带雨、迎曦时各种

细微百态。一朵花的取势，包含

了气的贯通、花的

参差向背、枝叶流

畅、布局疏密而不

紊乱、合而观之时

一气呵成等等。这

是千古不变的绘画

表 现 的 本 领 和 功

夫。如此，你要表

现的其实就是事物

自己存在的东西，

至于绘画也就是绘

画而已。

许多人以为绘

画有无所不能的功

能，抑或反映客观、

传播现实，抑或表

现主观、意向、抽象

世界，还会以摄影、

新闻的传播力来要

求，甚至将艺术与

时尚混为一谈。当

绘 画 向 图 像 靠 拢

时，我们才知道艺

术和绘画出现危机

了，原因是根基出现了问题。其

实，绘画就是绘画，多一份其他功

能就是少一份绘画本身。意义也

罢、能指和所指也罢，这些都是艺

术绘画势弱的表现。绘画之所以

为绘画就是画中留存着千万年不

变的激情，就是对现实生活的照

亮和指引。绘画形式属性改变就

是绘画存在的淡化，这是每位画

家心知肚明的。从 1994 年到现

在，我在绘画的视觉范围内观察，

画眼睛看到的东西，尽管有时只

画简单几笔。我采取的方法基本

是“述而不作”，否则就不是观察

了。那些微小的事物，一些普通

的房屋、身边的人曾经密集在某

处、而 后 又 消 失 了 …… 热 闹、消

失，事物的沉寂状态只是让我回

到要画关心的问题上。因此，我

的工作就是抓住她，即“唤醒在画

中”。

清晰地画完一幅画，自始至

终都知道结果如何，那实在是做

画家最无趣的绘画行为。一个东

西自己出现了，或者还能够带出

些什么，是我最感兴趣的。我爱

中国古诗中类似“ 寒波淡淡起，

白鸟悠悠下”“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的那种白描状态。在王

国维看来诗是一种“客观”诗，但

细细品味，虽然诗中没有人的情

感参与，但“起”“下”“低”“抬”是

人身体的方向感觉，这个呼应有

身体的参与，是人对事物本身的

接近。所以，我非常希望自己的

绘画往这个方向发展。

新年伊始，由国务院参事室、

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国美术家协

会、北京美术家协会、北京画院、

中央美术学院共同主办的“老竞

天成——黄均书画作品展”将于

2 月 23 日在北京画院美术馆隆重

开幕。此次展览汇聚了黄均的书

画精品 60 余幅。此外，还将展出

黄均青年时代创作的诗稿及任教

于中央美术学院期间的教学笔记

等文献资料，可谓是对黄均艺术

创作的一次重要总结。

黄均，字懋忱，北京人，祖籍

台湾淡水，现年 97 岁。受祖父影

响，自幼酷爱绘画，于 1928 年加入

徐世昌主办的北京中国画学研究

会学画。最初向徐燕荪学习人物

画，后又师从陈少梅和刘凌沧专

攻人物画，系统学习传统的工笔

重彩技法。毕业于画会后即被聘

为该画会的助教。新中国成立前

夕，受徐悲鸿校长之邀入北平国

立艺术专科学校任教，深受器重，

尤其是在中国画如何推陈出新方

面深有心得。

除写生人物外，黄均还非常

喜欢写生牡丹，长于大青绿金碧

山水，后又多画兰竹，他的兰竹既

来自生活，得之于对兰竹生长规

律的观察，又能参以元明墨竹和

兰草的用墨精髓，故有“枝梢倏尔

长毫端之势”。新中国成立后，黄

均创作了一大批作品，包括年画、

插图等，其中有古典题材的如《文

姬辨琴》，现代题材的如 《蝴蝶泉

边》、《草原轻骑》等。其工笔不仅

细腻，更重要的是传神，如《蝴蝶

泉边》中蝴蝶在泉边飞动，白族姑

娘甜美的微笑，系着腰带的小手

腕上一对金色的手环，似乎这一

切都在动，这种动感的美加之细

腻的刻画，使画面传神达意，引人

入胜。

黄均从青年时代起就在国立

北平艺专（中央美院前身）担任教

职，直至退休，他一辈子都在从事

工笔画的教学工作，勤于耕耘、桃

李天下。“金针度绣 巨刃摩天”是

黄 均 在 课 堂 上 经 常 提 到 的 一 句

话，意即在中国画的创作中，要工

笔、写意两者皆能，特别是在进行

工笔画创作的同时要懂得写意精

神，这样才会创作出更加优秀的

作品。黄均在自己的艺术生涯里

也 一 直 按 照 这 个 标 准 来 要 求 自

己，毕生为之追求。据介绍，此次

展览中除了设色艳丽、造型神逸

的仕女画之外，还可以欣赏到其

竹石、山水、花鸟等写意作品。这

些作品参以宋元绘画的精髓又融

入作者自己的浪漫情怀，颇具神

韵。此外，从作品的题诗中，我们

也可以发现黄均深厚的国学功底

和传统文化素养，这些都是当今

艺术创作所缺乏的，也是今天艺

术家可以学习借鉴的地方。

在此次的展览中，一幅题为

《卅祝图》的北京画院藏品值得一

提。黄均作为 20 世纪北京画坛

的亲历者，见证了北京画院从成

立 之 初 到 逐 步 发 展 壮 大 的 历 史

过程，所以在 1987 年，北京画院

30 岁生日之际，黄均欣然创作了

以青竹为主题的《卅祝图》作为生

日献礼。另外，还手书“千岩竞秀

万壑争流，丹青圣手辉映神州”，

向当时人才济济、蓬勃发展的画

院表达良好祝愿。这件饱含老艺

术 家 深 厚 情 感 的 艺 术 品 完 好 地

保存在北京画院，它是画院发展

历程的真实记录，也是画院与著

名老艺术家之间情深意长的美好

见证。

黄 均 深 受 家 学 和 师 门 的 影

响，十分注重诗词与绘画艺术的

融合，在展出的诗稿中就有黄均

先生早年专门撰写的题画诗，从

一本本诗稿里，观众可以看到老

一辈画家向传统学习的态度和努

力。此外，在继承了传统工笔重

彩技法的基础上，黄均还不断坚

持自己的创新与探索，将行之有

效的方法运用到教学中去，并总

结、撰写了多篇关于工笔重彩技

法的理论著作，这些都是中国画

界的宝贵财富。

金针度绣 巨刃摩天
——黄均书画展讲述“老竞天成”

亦 言

唤醒在画中
崔小健

回 声 壁

自说自画

草原轻骑（国画） 80 厘米×105 厘米 黄 均

搬苹果（油画） 局部 贺慕群

一经春风（国画） 130 厘米×68 厘米 黄 均

绿伞、狐狸狗、小高（油画） 146 厘米×110 厘米

焦小健

探梦（油画） 文祯非

依偎（国画） 陈湘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