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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蕴 华 光
———敦煌艺术展走进深圳关山月美术馆—敦煌艺术展走进深圳关山月美术馆

樊锦诗

用 画 笔 传 续 友 谊
——记阿拉伯著名画家中国采风创作活动

本报记者 朱永安

回 声 壁

■“这次评奖共有书画展、‘共和国脊梁’征文、‘共和国脊梁’

评奖和西柏坡采风四项内容，其中担任‘共和国脊梁’评奖的评委

共有七人，都不是权威专家。评奖标准都是这七人自定的。评奖

初期先选定 20 位名人进入大名单，根据谁能参加颁奖典礼确定最

终的‘十大共和国脊梁’……这次活动，不少中国美协、中国书协

的名家还免费向我们赠送了大量字画，我们更大的目的是下一步

对艺术家捐赠的书画进行慈善拍卖。”

——“共和国脊梁”系列活动组委会秘书长刘学文透露评奖内幕

众所周知，经新华社的曝光，倪萍等十人荣膺“十大共和国脊

梁”不过是一场闹剧。我倒是想知道，“共和国脊梁”系列活动组委

会还选出了哪些“脊梁书画家”，但刘秘书长语焉不详。书画界流行

评奖，其实有的和“脊梁奖”一样无厘头。

■“我并非视名利为浮云。名利思想没什么不好。我曾在写

给一个小朋友的信中说，画画图什么？无非名利。不为名利，你

画画干什么？关键是你动笔之前不能有这个思想。但到我这个

年纪，我就应该想得开。我现在住的地方，别人看着觉得小，但我

够用了，而且住习惯了。就像一盆花，换盆是有风险的。左邻右

舍都熟悉，出门就有人跟我打招呼，多少开心。我要住到高楼去，

鬼也不认识一个，哪有现在弄堂里的乐趣？……”

——90岁连环画家贺友直再次捐画，称“我不希望作品被卖来卖去”

艺术市场这么火，贺老名气这么大，送几件作品拍拍，换套大

房子毫无问题。但他没这么做，而是把精心之作捐赠给了博物

馆，因为“不希望作品被卖来卖去”。接受捐赠的博物馆，可别辜

负了老爷子的善心，作品要保管好，还要经常展示，让更多孩子分

享他的连环画艺术。

■“去年荷兰著名的电影纪录片导演来中国参加我的电影论

坛，先领他到宋庄，然后送他到北京城，都已经进北京城了，他还

跟我说他要去北京，因为他眼前的北京已经没有以前的影子，他

很生气，‘我不是去曼哈顿，我要去老北京。’上世纪 70 年代他在中

国呆了有一年多时间，他印象中的北京完全变了。我们大量的拆

迁，毁掉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1959 年前北京城还比较完整，到

现在已经彻底没有了，有人给出很多原因，但我觉得根本原因是

文化价值体系的一种破碎。我们应该深刻反省：我们现在的城市

建设，丢失了什么？丢失了的是文化，中国城市不应该走和曼哈

顿、纽约完全一样的道路。”

——艺术批评家栗宪庭说“现在的城市建设，丢失了的是文化”

除了极少数地标建筑，大跃进式的城市建设已导致中国几乎

“千城一面”。文化是一个城市的魂，缺了“魂”，何谈城市个性，何

谈宜居指数？

续随子 点评

7 月 23 日，在第三届中国（宁

夏）国际文化艺术旅游博览会上，

书画艺术成为展厅里最能彰显文

化内涵的展品，观众被几十幅既

有常见景象又充满异国情调的油

画作品吸引。为观众介绍作品、

与观众合影留念、在画册上签名、

接受记者采访……站在这些作品

旁的作者——来自埃及、巴林、伊

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十二国的 12

位艺术家忙个不停。

“意会中国——阿拉伯著名

画家中国采风创作活动”汇报展

览如此吸引观众的眼球，没有让

宁 夏 书 画 院 院 长 周 一 新 感 到 奇

怪，在他的印象里，这样大规模的

美术类外事交流活动，在宁夏还

是第一次。根据中阿合作论坛相

关计划，为建设中阿文化交流的

常态机制，由文化部外联局主办、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承办的这

一交流活动，自 2009 年起每两年

邀请一批阿拉伯艺术家来华采风

创作，今年的活动是第二届。

这些由各阿拉伯国家文化部

推选的艺术家都是第一次来到中

国，自己的作品能够让中国观众

接 受 并 喜 欢 ，让 他 们 感 到 很 兴

奋。来自阿曼的青年艺术家默罕

默德·阿尔玛马里用变形的中国

古建筑的屋顶作为传统文化的象

征，房檐下飞出几条用雾气幻化

的巨龙，充满了中国元素的神秘

感，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变迁

中的复杂现实。“我是这个采风团

里最年轻的一位，起初还担心观

众不喜欢我的作品，通过与中国

朋友交流，我感受到中国文化历

史悠久，而现在正融入世界。”

“我喜欢和普通的中国朋友

交 流 ，这 样 能 看 到 更 真 实 的 社

会。”埃及艺术家易玛德·阿布戴

尔·瓦哈伯说，“西北沙漠风景其

实和自己的国家没太大区别，但

是不同民族特别是不同宗教的人

们 相 处 得 和 谐，这 让 我 很 感 动。

没想到在回族地区，我的模特会

是一位信仰基督教的妇女。”

友好的微笑同样给突尼斯艺

术家马克鲁夫·萨米尔留下了深

刻 的 印 象，他 的 作 品《地 理 的 记

忆》源自于中国之行的感受。一

张放大的中国小女孩的笑脸，背

景是多彩缤纷的土地，一个阿拉

伯 人 的 面 孔，背 景 是 简 洁、纯 粹

的沙漠。萨米尔说，在飞机上往

下 看 ，中 国 的 大 地 真 是 多 姿 多

彩，而中国人的面孔同样让人感

觉这个国家文化的丰富内涵，文

化 的 差 异 带 给 他 和 中 国 人 深 入

交往的欲望。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副总经理

万基元对阿拉伯艺术家说，第一

次交流活动安排在江南，这一次

安排在西北，而接下来的计划是

东北、云南，“要让阿拉伯艺术家

到 中 国 的 东 南 西 北 各 地 都 走 一

走、看一看，了解一个全面、真实

的中国。”万基元告诉记者，几批

阿拉伯艺术家采风创作的作品将

汇集在一起，日后不仅在中国展

出，也会到阿拉伯国家展出，真正

将交流活动推向深入。

对中阿之间文化交流报以期

待的还有巴林艺术家阿普杜拉哈

基姆·谢里夫，他曾在美国等西方

国家学习、生活并参加这些国家

的艺术展览，对阿拉伯艺术有着

自己独特的见解。“宗教信仰在我

们 的 文 化 中 有 着 非 常 重 要 的 作

用，但我们从未停止吸收外来文

化。许多阿拉伯国家受殖民历史

影响，在文化上与西方国家交流

更多，这种交流常常是别无选择

的。”谢里夫说，阿拉伯艺术家需

要努力认清自己，也需要和东方

国家进行更多、更深入的交流。

交流总是双向的，陪同阿拉

伯艺术家采风和创作的宁夏书画

院油画家孙立人被阿拉伯艺术家

们的敬业精神深深感动，“这些艺

术家第一次来中国，都能结合自

己的绘画语言选取独特的视角进

行创作，令人耳目一新。而他们

虽然知道作品是捐赠给中国的，

采风后，还是每天从早到晚在画

室里全心创作，直到展出前，有的

艺 术 家 还 在 不 断 完 善 自 己 的 作

品。他们看重的是每一次创作的

过程，这种精神的确值得中国画

家学习。”

友善相处，在建立友谊的过

程中，不仅切磋了技艺，更能得到

精神上的认同。而在文化部外联

局亚非处副处长杨荣浩看来，文

化交流还不仅在于互相学习与一

时一地的收获，逐渐形成持续的

效应更加值得期待。“请他们亲自

来中国看看，用画笔记录下自己

真实的感受，要比仅仅是我们带

着介绍中国的作品或者演出到国

外去更有效果。这些来华阿拉伯

艺术家回国后还会继续创作、办

展览，这无形中扩大了中国文化

的影响；将来我们也会带着他们

的 作 品 到 各 个 阿 拉 伯 国 家 去 展

出，展现阿拉伯人描绘的中国印

象，会产生更不一样的效果。”

7 月的深圳，骄阳似火，热情

如火。在第 26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

运动会即将开幕之际，由敦煌研究

院、深圳关山月美术馆举办的“博

蕴华光——敦煌艺术展”7 月 20 日

在关山月美术馆揭幕，向世界展

示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艺术，为

大运会的召开奉献了一份厚礼。

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由中原

通向西域的咽喉之地，因其重要

的地理位置，成为古代中西方文

化汇聚、碰撞、交融的重要场所。

位于丝绸之路上的敦煌莫高窟，

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佛教石窟

寺，是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

内容最丰富、艺术最精美的佛教

艺术遗址。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古

代文书，真实记录了在开放背景

下的欧亚文明互动、汉民族与其

他民族的交融的历史，展示了中

古时期广阔的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科技等社会生活的场景。

敦煌石窟及敦煌藏经洞的出土文

物所蕴含百科全书式的、多元的、

世界性的价值，使它超越了民族

界限而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并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吸引着

全世界的目光。

深圳与敦煌相隔千里，却因

为历史的情缘紧密相连。敦煌在

繁盛的汉唐时代，它是“华戎所交

一大都会”，所扮演的正是类似今

天深圳的功能与角色。深圳是中

国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第一个

窗口。深圳以举世瞩目的“中国

神话”，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迈进之路，创造了世界工业

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史上的奇

迹，打开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新时

代大门。深圳敞开胸怀、海纳百

川，在植根于中华文明基础上，兼

收并蓄，融会贯通众多外来元素，

创造出“开拓创新、诚信守法、务

实高效、团结奉献”的文化精神，

同样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吸引

着全世界的目光。

敦煌与深圳，就这样因历史

情缘，穿越时空隧道，紧紧地联系

在一起了。

关山月美术馆可以说是敦煌

与深圳结缘的桥梁。以著名画家

关 山 月 先 生 命 名 的 关 山 月 美 术

馆，是一个公益性国家文化事业

机构。1943 年秋冬间，关山月夫

妇与赵望云、张振铎到敦煌莫高

窟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考察、

临摹，这是关山月艺术生涯中最

为重要的一次临摹活动，对他后

来的美术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山月先生临摹的 82 件敦煌壁画

作品就收藏在关山月美术馆中。

2005 年，关山月美术馆就和敦煌

研究院举办过“石破天惊——敦

煌的发现与 20 世纪中国美术史观

的 变 化 和 美 术 语 言 的 发 展 专 题

展”，从此缘结敦煌，此次敦煌艺

术展在大运会开幕前展出，可谓

水到渠成。

本次展览既有按原大洞窟整

窟复制的洞窟模型，也包括壁画

临品、彩塑临品以及敦煌藏经洞

出土文献、敦煌藏经洞绢纸画临

摹复制品、敦煌出土花砖等，可以

说是一次敦煌历史和敦煌艺术的

盛宴。大家知道，由于闻名遐尔

的敦煌石窟不可移动，我们特别

挑选了敦煌研究院临摹作品中的

精华，也是敦煌石窟艺术的典型

作品，将展出敦煌石窟复制洞窟 3

个、彩塑 10 件、临摹壁画 30 件、经

卷文物若干件以及千年敦煌美术

发展史等文献资料。本次展出的

精品，是 60 多年来，以常书鸿、段

文杰先生为代表的几代艺术家心

血的结晶，渗透着他们对敦煌艺

术的深入理解与感悟，因此，这些

临品本身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真

实地再现了敦煌艺术的神韵。徜

徉在展览当中，每个人都会有身临

其境的感受，都会为敦煌石窟无与

伦比的艺术之美所倾倒，也会为博

大精深的敦煌文化而陶醉。

俞暄，17 岁起随江

西 省 景 德 镇 工 艺 美 术

师 张 育 贤 学 习 陶 瓷 绘

画。大学中文系毕业，

后 离 职 创 办“ 逸 风 轩”

工作室，从事专业陶瓷

绘画艺术创作，作品多

次获得国家级、省级大

奖 。 现 为 中 国 工 艺 美

术协会会员、江西省高

级工艺美术师、景德镇

市美协常务理事。

鸿运当头（瓷板画）

俞 暄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曾有 3 位

著名画家在北京琉璃厂从事艺术

活动：鉴赏家、国画家李智超，中国

漫画、连环画先驱之一孙之儁，齐

白石弟子谢时尼。这三位画家都

是当时培养京城普教师资的名校

北京师范学校的名师，教学有方，

桃李满天下。如今，很多毕业于

“北师”的学生已是有名的书法家、

国画家、油画家。近日，“师缘联

展”在位于北京琉璃厂的大千画

廊美术馆举办，展出了李智超、孙

之儁、谢时尼及弟子的代表作品。

据“师缘联展”组织者武冀平

介绍，北京师范学校成立于清光

绪三十二年，从创建到 1958 年改

名“师专”共经历五十二载，毕业

学生 6000 余人。北师为北京林立

的中小学培养了众多的优秀教

师，同时也培养了不少的文学艺

术人才，文学巨匠老舍先生、西部

歌王王洛宾等曾就读于此校。而

李智超、孙之儁、谢时尼三位名画

家，亦培养了诸多的绘画人才。

参加联展者均是弟子中有社会影

响的佼佼者，如，主攻山水的画家

孟庆堂、兼善国画和西画的张英、

得到徐悲鸿指点的于淼、曾获首

届韬奋新闻奖的著名书法家冯大

彪，及画坛伉俪陈长智、林庆萍

等。他们用自己的书画作品表达

对诸先生的怀念、感恩之情，同时

继承名师的事业，促进琉璃厂的繁

荣，弘扬民族传统文化。 （鸿 明）

师缘 书画缘 关山月临摹敦煌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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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艺术家马克鲁夫·萨米尔的《地理的记忆》黎巴嫩艺术家尼扎尔·达赫尔的作品《风景》

作品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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