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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海无涯 童心可待
记“艺海童年——王明明儿童时期作品展”

本报记者 严长元

精彩展事

百年雄才——黎雄才绘画展

全国书法名家邀请展

当代艺术的价值谁说了算
———访英国策展人凯伦—访英国策展人凯伦··史密斯史密斯

本报记者 朱永安

展期：4月23日至5月23日

展地：河南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

中国文字博物馆是致力于文字保护、研究、传承和发展的专题

博物馆，而书法作为文字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自然是中国文字博

物馆馆藏、研究和发展的重要门类。为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字研究与

中国书法艺术之间的互动，该馆推出了首届全国书法名家邀请展。

展览汇集了冯其庸、孙其峰、王学仲、刘江、谢云等名家及中青年书

法精英的力作50余件。

据悉，此次展览开幕之际，中国文字博物馆同时被中国书法家

协会授予“中国书法家创作培训基地”。名家邀请展是该馆发挥

“中国书法家创作培训基地”作用，丰富馆藏、提升陈展水平、加强

书法交流与研究的一项举措，旨在推崇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书法艺

术精英，展示当代最高水平的书法艺术作品，弘扬书法艺术，典藏

书法精品。 （续鸿明）

展期：4月20日至5月20日

展地：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

黎雄才是我国杰出的美术家、美术教育家、岭南画派重要代表。

1910年生于广东省肇庆市，早年师从“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后

留学日本东京美术学校。擅长巨幅山水，画作气势浑厚，自具风貌，

被誉为“黎家山水”；又精于花鸟、草虫，早年人物写生更不乏意趣神

妙之佳作，是一位具有全面素养的杰出画家。

“黎雄才绘画展”是“百年雄才——纪念黎雄才先生诞辰一百周

年系列展”之一，展出了黎雄才先生各个时期人物、山水、花鸟、草虫

绘画作品300多件。主办方从2008年开始着手“百年雄才1910—2010”

专项研究项目。3年来，已搜集到4000多件黎雄才先生的作品与文

献资料，经过专家组遴选甄别及归纳整理，以系列展览的形式向公众

全面呈现黎雄才艺术人生，从一个侧面展示岭南中国画发展的历

程。“黎雄才文献展”和“黎雄才书法展”同期在岭南画派纪念馆和高

要市黎雄才艺术馆举办。 （美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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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从温家宝总理手中接过

“国务院参事”的聘书，身兼数职

的王明明近期一个出人意料之举

令人注目。他在攀登自己的艺术

高峰并日臻化境之际，以自己 6 至

13 岁间的画作来回眸即将到来的

花甲人生。其间蕴含的博大与从

容令人感叹，而由“艺海童年——

王明明儿童时期作品展”所引发

的关于当下艺术创作的思考、中

国画家的培养、对待传统的态度

等话题，更是意味深远。

自 2000 年 以 来 ，“ 心 迹 自

然 ——王明明花鸟画展”“寄情怀

古——王明明手卷展”和“古意毫

端——王明明书法展”陆续举办，

展示了王明明在诗书画方面的追

求。而将于 4 月 27 日开幕的本次

“艺海童年”展则阐释着这一切成

就的发端。

6 岁 时 所 作《厂 甸 归 来》中，

大公鸡、小青蛙以及憨态可掬的

娃娃熊，仿佛能让人听见它们的

歌唱；《全国大丰收迎接新国庆》

中，那些花生、玉米、葡萄、辣椒、

麦苗，像童话故事里的小人儿一

般生动有趣；7 岁画作《中山公园

暑期儿童游园晚会》，人物众多，

场 面 宏 大，色 彩 绚 丽，闪 耀 着 不

一 般 的 才 华 …… 这 些 儿 童 画 布

局 完 整，远 近 层 次 丰 富，明 暗 疏

密 有 致，甚 至 连 题 款、印 章 都 有

模有样，今天看来依然很有观赏

性。值得注意的还有，包括人民

公社、大炼钢铁、绿化造林、学习

王 杰、集 会 游 行 等 题 材，触 及 了

当时的社会现实，经过童心童趣

的 取 舍 之 后 极 具 质 朴 的 情 愫 与

味道。

集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

事室副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

主席、北京画院院长等众多头衔

于一身的王明明，从艺道路颇具

传奇色彩。他 5 岁拿画笔，8 岁进

少年宫学画，幼时画作即赴十几

个国家参展并获奖。14 岁时“文

革”开始，只能在家中习画练字，

仍通过写大字报、标语和大楷等

持续学习。16 岁时进手扶拖拉机

厂 ，成 为 一 名 铣 工 。 十 年 “ 文

革”，十年彷徨，他一样经历了许

多人生曲折。“文革”后，他报考了

中央工艺美院并被录取，却阴差

阳错地没踏进专业美院大门，最

后转入北京画院从事专业创作，

数年后一跃成为当今中国画坛的

领军人物。美术评论家邵大箴说

他的画“平淡中出奇”，而其作品

中呈现的深厚传统底蕴和大家气

象，更让很多人折服。其间到底

有什么奥秘？

“从 50 多年前人们眼中的‘神

童’演变成今天成功的艺术家，父

亲 拥 有 的 不 仅 仅 是 对 生 活 的 热

爱、在艺术上的天赋，更多的是他

对传统艺术和前辈老师们的推崇

和尊重，以及为了追求自己热爱

的艺术事业所付出的比常人更多

的努力。”王明明的儿子在一篇

文章中这样描述眼中的父亲。

王明明的书画启蒙也源自于

自己的父亲，他幼时即被着意培

养，常被带去荣宝斋等地参观展

览、观察生活，并遍访名家，转益

多师，如陈半丁、李苦禅、刘凌沧、

张正宇等。后在周思聪和卢沉的

引导下，开始接触学院正规的速

写、素描等水墨画学习模式。但

他 对 于 西 画 的 培 养 方 式 只 是 接

触、了解，却并未钻进去，最终还

是有意无意地沿着中国画的传统

路子走了下来。虽然这样的成功

不可复制，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学

到了受益终生的内容——观察方

法。也正因此，他一直呼吁，“中

国画有自己的观察方法和学习方

法，如果学校不去研究、不建立中

国画特有的体系，中国画的发展

不可能有大起色。”

回望这些作品，王明明深有

感 触 地 说：“ 今 天 看 来 这 些 作 品

虽不完美，却可以让我深深看到

并 思 索 自 己 在 后 来 艺 术 发 展 中

的得与失，唤起重新寻找失去的

艺术真谛的勇气。”他还说：“ 这

些作品让我不断追问自己：在一

生 不 断 追 求 的 绘 画 技 法 中 是 否

失 去 了 自 然 天 成 ？ 在 探 索 观 念

的 更 新 时 是 否 失 去 了 艺 术 的 本

真 ？ 在 理 性 的 艺 术 思 索 里 是 否

失 去 了 艺 术 的 灵 感 与 激 情 ？ 在

对 名 利 的 渴 求 下 是 否 失 去 了 艺

术 的 纯 洁 ？ 在 强 化 写 生 与 相 机

的 作 用 时 是 否 忽 略 了 记 忆 力 与

纯真的眼光？”因为这自然天成、

艺术本真、灵感激情、艺术的纯

洁 恰 恰 是 儿 时 最 本 性 的 真 情 流

露。据了解，生活中的王明明除

了挤时间创作外，还坚持和儿子

一 起 看 欧 美 动 画 片 ，从 以 前 的

《猫和老鼠》、《大力水手》，到时

下最流行的《功夫熊猫》、《冰河

世纪》系列、《马达加斯加》系列

等，一部也不落下。年近 60 岁的

他依旧保持着那颗孩童般的心，

纯净而真诚，十分难得。

“ 童 年 时 期 是 靠 感 觉、靠 天

赋，自由挥写；青年时期是靠勤奋

与刻苦训练、进业修身；中年逐渐

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再静心体悟

一些最根本的问题；而晚年要企

求达到更高的境界，就不是技法

所能解决的了，而要思索为什么

画、要 表 现 什 么、追 求 什 么 样 的

境 界 。 中 国 画 的 境 界 提 升 到 了

最后还是人格修为问题。”他这

样总结道。

“人生所需的知识有 80%是在

学校之外的实践中获得的，所以

早年独立思考感悟、独立学习能

力的锻炼对于一生的成就非常重

要。”“以西方的写实艺术观点和

评判标准来评价中国画，这本身

就是没有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中国画艺术发展归根结底要依赖

于人格的重建，人格的重建要依

赖于文化的创新，所以我们还必

须回归传统文化，在其中涵养孕

育，这样才会有中国画艺术的创

新，这才是中国画艺术在 21 世纪

的发展方向 。”王明明对中国画

的思考和探索从未停止。

木材、金属等建筑废料组建

的巨型通道在漆黑的展厅里隐隐

呈现，散发着人们并不陌生的“污

染气体”的味道。4 月 21 日，史金

淞的这件名为《过去》的巨型装置

在今日美术馆展出。从黑暗中走

出来，完成了好奇的探索，摆脱了

“毒气”的侵袭，每个观众的脸上

都流露着一丝笑容。“您怎么理解

这件作品？”“刚走出来，有点晕，

还没来得及想呢。”栗宪庭的第一

感受与其他观众并无不同。

两天后，同样是在今日美术馆，

奔驰汽车、时尚摄影、影视明星构成

了另一场完全不同的展览——陈曼

摄影展。除了新推出的展览作品

《五行》和《四大天王》，摄影家的

合 作 杂 志 以 及 Mercedece Benz、

GUCCI、L'OREAL、CHANEL 等

国际品牌也被人津津乐道。

一个在暗室里，一个在聚光

灯下；一个看起来会赔钱，一个看

起 来 会 赚 钱 …… 进 一 步 比 较 也

许会显得“市侩”而“牵强附会”，

但 这 有 时 又 是 人 们 形 容 当 代 艺

术 的 惯 用 词 。 而 在 这 两 个 展 览

的策展人——关注和推介中国当

代艺术近 20 年的凯伦·史密斯看

来，看清“复杂”是认识当代艺术

的第一步。

感兴趣是第一位的

记者：您策划一个展览，在选

择合作者上有什么标准？

凯伦·史密斯（下称凯伦）：有

时候发现作品很有意思或者艺术

家在真诚地苦思冥想一个问题，

我几乎全凭感觉作出判断，然后

就会寻找机会把展览做出来。但

我不太愿意和商业画廊合作，而

更愿意选择一个公益性的机构来

做展览，这样可以避免商业上的

担心。

记者：陈曼的展览在运作上

看起来商业气息也很浓，“商业上

的担心”意味着什么？

凯伦：这 不 是 同 样 的 概 念 。

商业画廊本身就是依赖商业运作

的，这无可厚非。他们会有明确

的艺术家和客户定位，但这些并

不一定是我感兴趣的。比如做装

置或者影像，很难获得商业上的

成功，在商业画廊做起来就会比

较麻烦。

陈曼作为一位职业摄影师，

很早就进入了商业的圈子，并获

得了成功。这次的区别是展出她

感兴趣并倾心投入的艺术创作。

对展览的商业赞助和画廊的商业

运作不同，当然这种关系仍然是

复杂的。

记者：商业化需要吸引人，但当

代艺术的装置作品又常让人费解。

凯伦：我并不认为史金淞的

作品有多么费解，它营造了一种

让人感到潜在危险、好奇和犹豫

的氛围，作品命名“过去”，本身就

具有动词和名词的双重内涵。

有一次我去他的工作室，经

过北京的五环到六环，发现有特

别多的卖废品材料的地方，他们

会把废品分门别类：木头、瓶子、

钢材等等。这些是城市拆迁和建

设背景下的独特景观，而在城市

建设中，地下的各种通道则会给

人带来某种不安全感。史金淞把

这些不同类型和规格的废料进行

了重组，用“过去”打造了一个通

向未来，却让人感觉有着潜在危

险的通道。观众是否愿意在黑暗

中走过去？这种现场体验不需要

太多解释。

资本对艺术的
影响不可避免

记者：策展人对展览的作用

是什么？

凯伦：不断发现艺术家、发现

作品，特别是参与到作品的创作

中去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艺术家在创作中会有困惑、会提

问，策展人同样也会提问，这是一

个互动过程。

有时候策展人的名字会在许

多地方出现，有些展览，特别是群

展，人们最后只记住了策展人的

一 个 名 字 。 如 果 展 出 的 作 品 成

功，你可以说这个策展人有一点

点水平；如果只是挂一个策展人

的 名 字 ，那 这 个 展 览 就 没 意 思

了。我希望自己给人的印象是总

在不断发现，没有重复做过同样

的展览。

记者：从 1992 年到北京以来，

您与不同年龄段的中国当代艺术

家都有过合作，今天被人们热捧

的似乎还是那些“老人”，年轻艺

术家也许会有所抱怨。更深层的

问题是，当代艺术的成功是否由

资本塑造？

凯伦：今天的当代艺术在资

本全球化中已经被市场掌控，这

是一个事实，中国也不例外。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艺术家是带着

“ 中 国”这 样 的 背 景 和 身 份 走 出

去而被接受的，今天年轻人的发

展 背 景 已 经 不 同 。 一 方 面 是 美

院 扩 招 后，学 生 人 数 快 速 膨 胀，

另一方面社会开放，人们觉得当

代 艺 术 有 了 合 法 性 ，除 了 798、

M50 这样的地方，现在年轻艺术

家在国外美术机构参加展览也不

是新鲜事了。

艺术家需要生存，需要有人

收 藏 他 的 作 品，在 这 一 点 上，如

今 中 国 的 年 轻 一 代 艺 术 家 与 外

国艺术家一样。但回头来看，其

实 成 功 没 有 那 么 容 易 ，上 世 纪

80 年 代 时 中 国 没 有 画 廊 ，艺 术

圈 里 偶 尔 有 些 互 动 ，90 年 代 才

有 外 国 人 逐 渐 介 入 一 些 展 览 。

所以说，年轻人的困难也是正常

的，这 是 对 艺 术 家 的 考 察，看 你

能不能坚持，是否真正有投入艺

术的愿望。

美术馆应参与
当代艺术评价标准的建立

记者：许多“当代艺术”不易

理 解 而 且 让 人 觉 得 技 术 含 量 不

高，一件作品有没有价值究竟谁

说了算？

凯伦：的确，我们会看到有些

人把当代艺术的 ABC 拿过来组

合、模 仿，但 却 算 不 上 真 正 的 艺

术。同时，中国普通观众对后现

代艺术作品的理解也会有一些困

难或障碍，但如同 T 台上的服装

表演，并非每个人要那样去着装，

却仍然愿意欣赏。想象力需要一

个释放的空间。

今天中国当代艺术的混乱在

于没有建立一个评价的标准，而

美术馆应该发挥这样的作用。现

在美术馆生存很难，有人租你的

空间，你就要调整自己的项目，你

拿了他的钱，就不能告诉他作品

水平不够，美术馆没有办法定艺

术的评价标准。美术馆展出的作

品都是好的吗？如果不是，那么

人们就不知道该相信什么。

记者：美术馆的品牌和影响

力其实和国家文化的建设密切相

关，恐怕不是短期内能够建立的。

凯伦：我想随着经济社会的

进步，中国政府应该进一步支持

美术馆的建设。特别像北京这样

的城市，应该有一些值得中国人

自己骄傲的美术馆，像泰特现代

美术馆几乎是人们到伦敦一定要

去参观的地方。

当然，也不是说今天有一个

决定，明天标准就可以建立起来

了，学术影响需要逐步建立。在

国际背景下，美术馆本身的建设

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这当然又是

一个复杂的问题，古根海姆美术

馆不是也做过阿玛尼的展览、摩

托车的展览吗，其实所有人都在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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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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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
米

王
明
明

陈曼摄影展现场

展期：4月25日至5月7日

展地：中国国家博物馆

“艺术清华”清华美院教师造型作品展是清华大学为庆祝百年

校庆而推出的艺术活动，参展者除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在职教师

外，还有七位是已经故去的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先驱，他们分别是

张光宇、卫天霖、庞薰琹、雷圭元、祝大年、张仃、吴冠中。清华大学

美术学院（其前身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与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渊

源颇深，庞薰琹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现代美术团体决澜社，新中国国

徽、政协会徽、新中国十大建筑设计以及2008 年北京奥运会等各种

视觉标识设计过程中都有过清华美院师生的身影。展览显示了清

华大学美术学院的雄厚实力。 （美 周）

“艺术清华”造型艺术展

向日葵（国画） 祝大年

厂
甸
大
糖
葫
芦
（
国
画
）

6 9

厘
米×

34. 5

厘
米

王
明
明

放风筝（国画）

47.5 厘米×29 厘米 王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