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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曾索赔540万元案开庭
本报记者 续鸿明

2011今日艺术奖正式启动

李铎艺术馆将落户湖南醴陵

消息树

本报讯 （记者续鸿明）4 月

25 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湖南省醴陵市人民政府、书法家

李铎在京签订了合建李铎艺术馆

协议书。据悉，李铎艺术馆预计

在 2012 年底建成开馆。

李铎艺术馆选址于李铎的家

乡湖南省醴陵市，由醴陵市人民

政府投资承建。该馆和同时启动

建设的陶瓷博物馆、陶瓷书法艺

术体验中心共同构成一个大型文

化产业项目——中国醴陵陶瓷艺

术城。据悉，李铎艺术馆由意大利

阿克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设计，建

筑面积 1 万平方米，总投资超过

1 亿元人民币。该馆由一个主馆

和两个分馆（综合展陈馆和多功能

厅）构成，主馆以李铎书法艺术为

主题，包括李铎诗词、题匾题字、题

画题词、论书断语、孙子兵法碑刻、

摩崖石刻碑刻、实物陈列等。馆

内所有陈列品由李铎无偿捐赠。

该 馆 建 成 后 由 醴 陵 市 人 民 政 府

成立专门机构进行日常管理。

陕西国画名家展再现“长安精神”
本报讯 （记者朱永安）由中

国文联、中国美协、陕西省委宣

传部、陕西省文联主办的“ 长安

精神——陕西当代中国画名家作

品展”，将于 5 月 28 日至 6 月 6 日

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这将是继上

世纪 60 年代“长安画派”进京展出

后陕西美术群体的又一次集体亮

相，汇集了刘文西、崔振宽、王子

武、张振学、王炎林、王金岭、江文

湛、郭全忠、赵振川、王西京、陈国

勇等 16 位画家的百余幅代表作。

参展画家年龄均在 60 岁以上，是

“长安画派”之后陕西美术的杰出

代表。

“长安精神”理念是陕西美术

在集群意识和文化资源的发掘与

组合上的新探索。陕西省文联

副主席、美协主席王西京表示，

此次展览在京展出后还将赴上

海、南京、广州等地巡展。今后

还将推出以“ 长安精神”为主题

的陕西中青年国画家作品展、油

画展、版画展。

本报讯 日前，文化部艺术

服务中心中国美术创作研究基

地——福建省基地授牌仪式在厦

门举行。文化部党组成员、部长

助理高树勋和厦门市副市长臧杰

斌共同为基地揭牌。揭牌仪式

后，“学术的品格——中国美术名

家作品邀请展”和“海峡两岸美术

名家作品展”同时开展。展览汇

集了 80 多位当代画家的人物、山

水、花鸟作品，展现了不同地域、

不同流派的画家对人文、自然不

同的解读。

文化部艺术服务中心中国美

术创作研究基地是以产业化、专

业化、规模化和可持续发展为战

略目标建立的全国连锁加盟合作

产业服务机构。 （张 颖）

中国美术创作研究福建基地揭牌

本报讯 由今日美术馆与瑞

信银行主办的“瑞信·2011 今日艺

术奖”评选活动日前正式启动。

组委会已邀请中国当代艺术领域

最为活跃的 25 位专业人士担任推

荐委员，由推荐委员向评委会推荐

参选艺术家。评委将分别从艺术

家的创造力、思考能力、材料运用、

艺术语言的独立性和文化的延续

性 5 个层面对参选艺术家进行全

面考量。入围艺术家作品展将于

今年10月在今日美术馆举办。

今日艺术奖是国内首个由美

术馆设立的当代艺术奖项，每年

向一位具有创新贡献的艺术家

授奖。 （潘 诚）

海外中国艺术家在京联展
本报讯 （记者蔡萌）4月22日，

由北京时代美术馆、中国当代艺

术基金《艺术银行》杂志主办的

“体外的心脏——海外中国艺术

家联展”在时代美术馆揭幕，展出

了 34 位海外艺术家的摄影、架上

绘画、装置、水墨和版画作品。

据策展人刘国鹏、肖歌介绍，

参展的 34 位海归艺术家们，在寻

求对构成其文化身份来源的母体

文化进行重新理解和定位的同

时，也在对异域文化的接触中调

适已有的艺术态度和认知限度，

从而呈现出更为开阔的艺术认知

能力与艺术表现方式。展览将持

续至 5 月 5 日。著名画家范曾认为《文汇报》

刊登的三篇文章损毁了其名誉，

将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和文

章作者郭庆祥、谢春彦、孙逊诉

至法院，要求赔偿其精神损失 540

万元。4 月 22 日，北京市昌平区

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原被

告双方均由代理律师出庭，各自

提交的证据都多达 10 多份，庭审

持续了近 4 个小时。

范曾代理人称，这三篇文章

主观臆断，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

根据内容可知是指原告，尤其是文

章中出现的一些语言直接攻击原

告的人品、艺术才能、作画方法、

创作意图等，要求被告向原告赔

礼道歉。被告的各方代理人指

出，引起官司的文章没有超出艺

术批评的范畴，只是学术性的探

讨，而且所有的评论都是针对作

品而非作者本人。而且，文章从

头到尾没有指名道姓，没有涉及

任何个人隐私，也没有诽谤侮辱

任何人。《文汇报》代理人称，上述

文章刊登在《争鸣》栏目下，当然

可以各抒己见。有不同意的可以

站出来反驳，甚至写反驳文章进

行商榷和争鸣。

庭审中，被告代理人请来证

人赵刚，并出示了据称是“ 范曾

流水线作画”的照片。对于被告

指控范曾的“流水线作画”，范曾

代理人坚决否认，称“ 每一个艺

术家都有自己的作画方式”。

范曾代理人当庭出示了医院

鉴定，显示其“食欲不振，难以入

睡，烦躁不安”，证明被告给范曾

在精神上造成了损失，并列举了

郭庆祥文章发表后范曾遭网友辱

骂的内容，由此认定范曾的社会

美誉度受损。对于原告提出的

500 万元精神损失费，郭庆祥代理

人表示质疑，认为郭庆祥文章并

没有对其精神造成损害，因为原

告 2010 年 7 月 15 日在解放军总医

院检查的鉴定，距离郭庆祥 2010

年 5 月 26 日 发 表 文 章 有 一 段 距

离，和案件相关性存在争议。对

于原告提出的社会美誉度受损，

《文汇报》代理人举证说，在郭庆

祥文章发表后，范曾画作并未贬

值，相反，在文章发表后的范曾画

作拍卖会上，40 张画无一流拍，且

远超评估价，可见范曾的社会评

价并未因此而降低。

四被告代理人称“文章是正

常的文艺批评”，且并未点名，不

同意赔偿。本案未当庭宣判。

在意大利当代艺坛，架上绘

画即使不能说已完全绝迹，但必

须承认它已彻底退居后台。尽管

美术学院仍然有教师教、还有学

生学，但绘画再也不能充当先进

艺术成就的代表，作为人类最古

老的艺术创作手段，在有着最悠

久、最优良绘画传统的意大利，手

工绘画如今已经变成了民俗文化

的组成部分。包括装置艺术、行

为艺术、影像艺术和摄影艺术成

为当代艺术的主要门类，换一句

话说，观念艺术具有一统天下的

绝对优势。而此时的观念艺术已

经与杜尚（Marcel Duchamp）的达

达主义反美学、反艺术的观念思

想完全背道而驰了。此时，“什么

都是艺术”的口号不再有效，当代

艺术家们再也不会选择简陋粗糙

的材料来创作装置艺术作品，更

不会像贫穷艺术家那样用垃圾废

品 作 为 艺 术 创 作 的 媒 介 了 。 此

时，“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观念已

经过时，除了材料的讲究，当代艺

术家尤其重视作品的制作，各种

新的创作手段、特别是计算机技

术的应用使得艺术创作成了拥有

特殊技术的专家的专利。

对美的回归是整个西方当代

艺术的总趋势，这一趋势显示了

人 类 审 美 意 识 的 永 恒 性 和 坚 定

性，对于意大利当代艺术来说，对

美的追求则无疑是源自古罗马时

代的意大利美学传统基因的自发

显现。无论是摄影艺术还是装置

作品，抑或行为艺术，意大利人都

会 通 过 严 谨 的 构 思 和 细 腻 的 制

作，赋予作品以优美的形式。因

此，许多意大利当代摄影、装置和

视频影像作品都具有引人入胜的

魅力。

美术已经不能再称之为视觉

艺术，通过声光电等多种手段的

同时运用，当代艺术已经变成了

集视觉、听觉和嗅觉等各种感知

媒介为一体的综合艺术。传统的

平面和立体性实体空间被打破，

当代装置艺术建造的是一个场域

空间，它往往将观众完全包围，产

生类似电影放映厅的效果，从而

带给观众前所未有的感官震撼。

与此同时，既定的艺术接受与欣

赏模式被抛弃，通过计算机技术

的运用，观众可以参与作品的创

作，可以与艺术家及其作品进行

互动。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更是

催生出了以万维网为载体的网络

艺术。

由于与天主教圣城梵蒂冈的

地缘关系，并先后作为“欧洲共同

体”（1957 年建立）和“欧洲联盟”

（1993 年诞生）创始国之一，意大

利的文化艺术原本就不把民族性

和地域性作为自己的价值尺度，

而将整个西方乃至世界看做一个

统一的文化价值体系，经济全球

化时代的意大利当代艺术家更是

没有同期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艺术

家为之焦虑的“民族文化身份”问

题 。 作 为 一 个 高 度 民 主 化 的 国

家，社会分工将争取公民权利和

社会平等等职责交给了政治家，

意大利当代艺术几乎不再把纯社

会 学 的 主 题 作 为 自 己 关 注 的 目

标，而人类的心灵世界、自然与宇

宙的奥秘、生与死、爱与恨、未来

与梦想等等则是艺术家迷恋的永

恒主题。

对消费主义的批判与对商业

文化的迷恋构成了包括意大利在

内的整个西方当代艺术最大的悖

论。一方面，艺术正在越来越强

烈地反抗着消费文化对人类心灵

与精神的侵蚀；另一方面，艺术也

在越来越鲜明地打上商业文化的

烙印。当代艺术家热衷于表现消

费主义时代人们喜闻乐见的种种

题材，而且乐于让艺术本身成为

大众消费品。与知名品牌合作成

为当代艺术创作的普遍而又通行

的策略，甚至艺术的创作与推广

也完全借用了商品生产与营销的

模式。艺术与时尚的关系从来没

有像今天这样密切，不管是不是

同床异梦，艺术与时尚都在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合作中实

现了互利共赢。

女艺术家的崛起是意大利当

代艺坛引人注目的新现象，在此

之前的意大利艺术史几乎是一部

男性艺术家的历史，即使是在妇

女解放运动过去多年，西方其他

国 家 女 艺 术 家 纷 纷 登 上 世 界 艺

术舞台的时候，具有悠久艺术传

统 的 意 大 利 也 长 期 没 有 给 女艺

术家以应有的席位。以瓦内萨·
比克罗夫特、保拉·皮维和茜茜为

代表的一批蜚声国际艺坛的女艺

术家的崛起，不仅彻底改变了意

大利艺坛男性一统天下的格局，

而且给世界当代艺术带来了新的

活力。

艺术家创作小组和团队工作

室的大量涌现是西方当代艺术的

又一显著特征。由于当代艺术创

作手段的复杂化和专业化，许多

采用声光电等计算机综合技术来

进行创作的艺术家都采取了集团

军作战的新方式。在兼有视频、

音频的大型装置作品的创作中，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各负其责、彼

此合作就变得十分必要。对于 3D

动画之类的虚拟数字艺术作品的

制作更是需要专门的软件设计和

技术制作人员的通力协作。除此

之外，人力资源和财务管理、艺术

推广和营销等方面的人员都成了

艺术创作集体的组成部分。当代

艺术家创作小组具有公司组成与

运作的一切特征。

（作者为中国中青年美术家

海外研修工程研修学者）

走向美学的观念主义
——意大利当代艺术的基本特征

王端廷

中国美术学院各学科都有极

为优秀而相当低调的老教授，他

们创作和教学齐头并进，于艺理

钩玄提要、穷理尽性，于创作达情

务尽、穷态极妍，于教学则循循善

诱、诲人不倦。曾经主持过版画

系教学工作达 8 年之久的李以泰

教授便是一位典型的代表。近观

“艺舟行——李以泰作品展”，并

夜读其著述，令人肃然起敬，辗转

反侧，竟然久久不能入眠，联想到

美 术 界 那 些“ 盛 名 之 下，其 实 难

副”的名家，甚多金玉其外、败絮

其中，因此推介李以泰先生这样

的学者型艺术家，也许既是一种

艺术传播，也是一种道义上的扬

善弃恶。

我以为，李以泰先生称得上

“敦厚睿智，尚质重文”，为人从艺

均 如 此，他 在 艺 术 创 作、美 术 教

育、理论研究多方面取得的成就

皆堪称一流，尤其是理论探索，很

少有同行像他那么深入和透彻。

著 名 理 论 家 任 道 斌 曾 称 其 专 著

《黑白艺术学》：“创新开拓，自成

一家，填补了美术本体学中黑白

艺术学的空白……归纳了黑白艺

术 的 所 有 形 态，达 到‘ 前 人 所 不

能，后人无所为’的完美境界。”

李以泰在艺术创作和美术教

育上同样出类拔萃，甚至每每有

振 聋 发 聩 之 举，非 常 值 得 称 道。

综观他的成就，我概括为三点：第

一，就我国既有的美术教学，他的

专业教学“颠个倒”主张，强调民

族特色，发人深省；第二，就新兴

版画创作，他的作品敦厚、静穆、

简洁、整体，有情有境，耐人寻味；

第三，就艺术理论探索，重本质、

重规律，鞭辟入里，影响深远。

李以泰是地地道道的科班出

身，从美院附中初中部、高中部到

本科、研究生，1980 年留系从教，

直到退休。从 1958 年以来，学校

的 变 迁，人 事 的 变 动，教 学 的 改

革，他都是亲历者。去年他发表

的《关于建立和完善中国美术专

业教学体系的思考》，是他多年来

思考的汇总，体现了一位老教师

鞠躬尽瘁的责任感和艺术教育家

的 睿 智 。 文 中 有 许 多 内 容 很 大

胆，又具有切实可行性的建议，可

谓发前人所未发。他早在 20 多年

前就提出：“把中国的美术教育顺

序颠个倒。不管什么专业，都先

学中国美术基础，学三年。学习

民族的造型、色彩、构图，学习民

族的审美和画论，训练好中国画

家的眼睛，然后再分系科，花两年

到三年时间专攻油画、版画或雕

塑、工艺，学习画种特点和外国美

术。只有这样，中国美术强烈的

民族特色才可能形成，中国的美

术教育体系才可能确立，中国的

美术事业才有光辉的未来。”（载

1987 年《新美术》）

李以泰的主张可以说是潘天

寿先生艺术思想的延续。20 世纪

中国画领域纷争颇为激烈，概要

言之，这个时期出现了取消论、融

合论、特色论三种不同观点和主

张，潘天寿是中国画“特色论”的

带头人，主张发展民族绘画，坚持

民族特色，反对中西融合。李以

泰在潘天寿艺术思想的基础上，

进而认为从事不同画种的中国艺

术家首先要吃足自己民族母亲的

“第一口奶”，首先应该是一个地

地道道的中国人。不能让学生一

开始“就用外国画家的眼睛观察

世界”。李以泰一针见血地道破

了美术界由来已久的问题症结，

尽管我国美术教育不会轻易接受

这个观念，主事者或许依然按兵

不动，但许多画种的学习者开始

注重接受民族艺术的风气已变得

不可阻挡。

李以泰的黑白木刻创作特别

耐人寻味，他现实主义的主题性

创作成名很早，他的名人木刻《鲁

迅》、《园丁》、《民族魂》中的鲁迅

形象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获

得过许多大奖，以至于发生轰动

一时的商业广告侵权诉讼案。他

的这类作品主体鲜明突出，调动

了诸多艺术手段，不少作品具有

美术史意义。他创造了马克思、

恩格斯、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

邓小平、李四光、华国锋、潘天寿

等众多名人的形象，艺术性和思

想性都很高。另有一类现实生活

题材的创作，如表现渔民、少数民

族老汉、少女、小孩以及劳动生产

场面的作品，生活气息浓重，充分

发挥了版画的优长，在黑白处理

上，该 强 烈 的 强 烈，该 柔 和 的 柔

和，但依然结实、淳朴而不轻飘，

很经得起看，经得起分析。他的

套色木刻很注意中国人的欣赏习

惯，很美，虽然色彩丰富但同样静

穆、恒久，不繁杂。而大量素描、

速写、水粉、水彩以及漫画则充分

表现了作者的多种修养和扎实的

基本功。他的近 300 件作品已捐

赠给浙江美术馆，为作品找到了

最佳归宿。

当然，我以为他的理论探索

也许会比上述两个方面产生更大

的影响，这或许是同行版画家所

难 以 企 及 的 。 当 他 超 越 版 画 视

野，将构图中心和黑白规律深入

浅出地解析在读者面前时，由衷

的钦佩和折服便自然而然地产生

了。从宏观到微观，透彻明了，要

言不烦，揭示了绘画的普遍性规

律，让人大彻大悟。这其中包含

了他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也充

分表现了他极强的思辨能力。

我虽然谈不上对其著作的深

入研究，但我觉得自己看懂了，而

且看一遍就懂，不像现在有的学

术著作云里雾里绕圈子，耍新名

词。李以泰先生文风正，犹如他

的教学，犹如他的为人。与他交

谈，感到踏实而有收获。我与他

同庚，我们的童年、青年、中年到

如今的老年，共同经历了共和国

建立的 60 年，我们有我们的理想，

我们这一代没有辜负时代。李以

泰说自己属于不精明的一类，他

老实、忠厚，自然难免吃亏，但时

代、民族正需要鲁迅先生所说的

“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的奋斗

者，版画家、教育家李以泰用自己

的努力为我们树立了平凡人的不

平凡形象。

（“ 艺 舟 行 —— 李 以 泰 作 品

展”4 月 19 日至 5 月 3 日在浙江美

术馆举办）

敦厚睿智 尚质重文
——观李以泰作品展

卢 炘

官司缘起

2010 年 5 月 至 6 月 间 ，

郭庆祥、谢春彦、孙逊分别

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艺

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

《钱 ，可 通 神 ，亦 可 通 笔 墨

耶 ？》、《画 家 的 寂 寞 与 热

炒》。

2010 年 11 月 23 日 ，范

曾向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称上述文章主

观武断，捕风捉影，随意攀

比，不负责任，使用侮辱、诋

毁、刻薄的语言，直接攻击

他的人品和作品，导致他的

社会评价降低，已构成了对

其名誉权的严重侵害。

范曾在 三 份 诉 状 中 同

时把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

团作为第二被告。范曾在

诉状中说，上海《文汇报》是

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报

纸，站在这个平台上的被告

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

况下，毫无顾忌地随意贬损

原告名誉，侮辱原告人格，

导致原告的社会评价下降，

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已

构成了对原告名誉权的严

重侵害，并给原告造成极大

精神痛苦。

范曾向 郭 庆 祥 索 赔 名

誉及精神损失费 500 万元，

向 谢 春 彦 、孙 逊 索 赔 名 誉

及 精 神 损 失 费 各 20 万 元 ，

并要求被告在《文汇报》向

原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

鲁迅（黑白木刻）45.5 厘米×47 厘米 1974 年 李以泰

中国中青年美术家海外研修工程

无题 菲亚特飞机 G-91（装置） 1999 年 保拉·皮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