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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树

清华美院展示“墨灵佛国”

“王朝闻学术讲坛”第二期举行

本报讯 （记者高素娜）4 月

16 日，旅法艺术家马泽霖献给母

校的大型实验展“墨灵佛国——

我的巴黎艺术足迹”在清华大学

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展出其 80

件绘画作品、10 件雕塑作品和 3

件装置作品。

马泽霖 1983 年毕业于中央工

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

院），后到法国留学并获得博士学

位。在法期间，马泽霖创作了以

“女人”“椅子”为主题的作品，从

1999 年开始，逐渐转向对于佛像

系列的研究。此次展出的作品既

有纯粹的抽象绘画，也有对于佛

像的具体描绘，不仅记录了艺术

家在创作中从抽象到具象再回到

抽象的过程，也充分表现了他关

注东方文化、诠释现代文明的新

思考，突出了他将艺术回归自我、

回归自然的艺术风格。

本报讯 春和景明，龙瑞、范

扬、岳黔山、张培武、韩国栋、张宝

松、张立奎、顾平、汪峻岭、张民生

等北京凤凰岭美术馆驻馆画家近

日应邀赴重庆忠县开展了“丹青

绘盛世，翰墨写橘乡”写生采风活

动。重庆美协副主席陈航、孙汉

军，忠县籍画家方凤富、梁玖、王

抗生等也应邀参加。

忠县古称忠州，濒临长江，以

“忠文化”蜚声海内外。县委书记

刘贵忠提出把忠县建成“库区工

业高地、重庆品位小城、中国幸福

橘乡”，大力弘扬“忠文化”。采风

活动期间，画家们深入石宝寨、三

峡橘海、皇华城、忠县中学、杨柳

村、黄土村、天池山、望水古街、八

斗台等地，描绘忠县秀美山川。

北京凤凰岭美术馆董事长张红军表

示，名家采风不仅是艺术的锤炼过

程，对推动地方文化事业发展也很

有意义，美术馆将陆续开展名家采

风活动，以传承书画艺术，提升文

化自觉和自信。 （卜召洲）

本报讯 4 月 15 日，琉璃厂

画院创院首展在北京三品美术馆

开幕，展出邢振龄、何君华、索文

斌、王传贺等艺术家的书画作品

150 余件。

琉璃厂画院是由一群漂泊在

京城的中青年“草根”书画家组成

的艺术团体，旨在汇聚各方有追

求、有造诣的书画家，共同发展。

书画名家沈鹏、刘大为、赵长青、

李宝库、周韶华等被聘为名誉院

长、艺术顾问，著名作家、画家鲁

光出任 院 长 。 鲁 光 认 为，“ 草 根

画家”的优势在于其扎根在生活

的土壤中，创造出的艺术是有根

的、接地气的艺术，因而更有“野

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强盛生

命力。 （红 孩）

凤凰岭美术馆画家“翰墨写橘乡”

本报讯 （记者续鸿明）4 月

12 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

究所主办的“王朝闻学术讲坛”第

二期在该院研究生院举行，邀请北

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丁宁主讲

“文艺复兴艺术的奇异风采”。丁宁

教授从独特而新颖的角度，探讨了

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

罗、拉斐尔）的多才多艺及其代表作

品的超群出众，讲述了文艺复兴大

师与杰作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美

术研究所所长吴为山对讲座作了学

术点评，他表示：“丁宁教授对大量

作品的阐述比较、释读研究使我们

感受到艺术家个人情感、个人生活、

个人创作的奥妙，并由此而悟出艺

术的规律，生动而深刻。”

“王朝闻学术讲坛”是由中国

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于 2012 年

设立，以著名美学家、美术史论

家、雕塑家王朝闻先生名字命名

的中国美术高端讲坛。据悉，它与

正在启动的“王朝闻美术奖”是美

研所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实现其自

身担当的两项重要举措。讲坛每

月举办一次，延请海内外中国美术

研究、创作领域的著名学者和艺术

家自拟题目进行演讲，竭力呈现朴

实学风与思想锐度兼备、专深学问

与前沿话题并重的高品质讲座，旨

在成为广大学者的学术互动平台。

彭利铭向广厦美术馆捐赠书法作品

本报讯 4 月 10 日，为庆贺南

京广厦美术馆成立 10 周年，著名

书法家彭利铭把自己的5件书法精

品捐赠给全国首家社区美术馆——

南京广厦美术馆收藏，同时在广厦

美术馆举办“艺海求趣——彭利铭

书法作品走进南京社区展”。

彭利铭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

理事、北京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等

职，多年来热衷于公益事业，将书法

展办到社区、工厂、校园、军营、乡村

等地，他的书法作品既有传统书法

的深厚底蕴，又具有时代精神风格，

深受各界人士的好评。彭利铭表

示：“能为丰富和提升社区居民精

神文化生活做点事，是我最大的愿

望。我呼吁社会各界都来关心社

区美术馆的发展。” （亦 言）

琉璃厂画院汇聚“草根画家”

一次珍一次珍品特展与一个学术命题品特展与一个学术命题：：

如何为书画如何为书画珍珍品保本立命品保本立命
本报记者 朱永安

回声壁

■“（买票要排好长的队），我们对这一点也非常纠结，正在努力

改善。清明节时，我到售票窗口去询问一些排队的观众，我问他们

排了多长时间，他们说已经排了半个小时才到窗口买票，这个时间

太长了。也正因为有这半个小时的时间，一些非法倒票现象开始出

现了。目前我们准备开 28 个售票窗口，‘七一’之前开放，以后买票

的感受会有很大的改善……我们的目标是要建设一流的世界文化

遗产保护典范、一个现代化的博物馆。”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准备开28个售票窗口”

去年遭遇难堪的“十重门”之后，故宫正在经历着艰难的蜕变和

转型。出点问题不可怕，回避问题和积弊，照旧闭门办馆才真的堪

忧。有诚意，有目标，有措施，点滴进步，有目共睹。

■“搞艺术就像谈恋爱一样，难道要先练好怎样说话才去谈

吗？目前的艺术教育多是让学生先学手段，而忘了培养学生对真善

美的追求。真善美为何真要放在最前？如果没有真实的感情，那就

是伪善，连自己都打动不了如何能打动别人？有了感情之后，技巧

的运用才有用。以前学艺术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现在就

不是了，都以为做艺术家有很多钱收入，一幅画动辄上千万甚至过

亿。怀着这样的目的去学艺术，怎么可以成功呢？”

——雕塑家潘鹤说“美院教学过于强调技巧，欠缺感性培养”

问题是，如今的美院教师也普遍欠缺人文修养，如何培养学生

的感性和创作力？说到底，原因在于整个社会的功利心太重，大学

校园亦如此。

■“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今天的人贬低乾隆皇帝的鉴证能力。

乾隆当然可能错，但此君凡事苛求，魄力雄强，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

艺术收藏家，而且他可以起用的鉴证专家无数。我没有详细地跟进

今天的专家认为乾隆把《富春山居图》看错的理由，而如果上苍作判

断，我要赌的钱会押在今天的专家那一边。”

——经济学家张五常说“不能接受今人贬低乾隆皇帝的鉴证能力”

乾隆最爱在书画名迹上题诗钤印，嗜好虽雅，却是坏毛病。若

论书画修养，论经多见广，当今吃鉴定这碗饭的，还真难望乾隆项

背。贬低乾隆，贬低《石渠宝笈》，无知得可笑。

■“如今的社会环境早已和当年大不一样，我们毕竟生活在一

个真实的世界，面临的诱惑和压力太多。然而，浮躁的风气会让年

轻人早早地夭折在市场面前。我必须告诉学生，有了真正的艺术，才

有真正的市场。好的艺术，一定有好的市场；有好的市场，却未必是好

的艺术。我们一定得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并且努力工作。”

——画家罗中立说“好的艺术一定有好的市场”

“好的艺术一定有好的市场”，只是聊以自慰的信念，当你屡屡

看到“坏的艺术”牛气哄哄招摇过市，还是意难平。若衣食无忧，索

性远离市场，闷头做艺术。

续随子 点评

今年新春，中国美术馆推出

的贺岁展览——“邓拓捐赠中国

古代绘画珍品特展”受到了广泛

欢迎，虽然一个展览持续 3 月有

余已经少见，但由于观众对该展

的热情不减，日前中国美术馆又

甄选部分精品延长了展期。

邓拓捐赠的大批作品精彩珍

贵自不待言，此次展览还引发出

一个重要的学术命题——古代卷

轴书画的保存与修复。近日，中

国美术馆邀集 20 余位业界专家，

围绕这一课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从关注展览到关注修复

在“邓拓捐赠中国古代绘画

珍品特展”中，位于中国美术馆

三楼展厅的多媒体交互展示平

台引人注目。参观者通过触摸

互动平台的屏幕，可以放大观看

作品修复前后的对比图像，并通

过视频了解作品修复过程中的

每个细节。

从关注邓拓捐赠名家作品的

珍贵性，到近距离欣赏古代书画

的艺术性，再到切实感受古书画

修复工作的繁复与重要，展览除

了带给普通观众审美享受，更具

有普及文保知识和提升观众认识

水平的社会效应。

事实上，对邓拓捐赠的 145

件绘画珍品的修复，也的确远比

一次单纯的展览蕴含着更多内

容。从 2008 年邓拓家属提出了

解藏品保存情况，修复工作提上

日程，到 2010 年修复工作正式开

始，从聘请我国著名书画装裱和

修复专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冯

鹏生担纲修复工作，到从全国范

围延揽徐建华、黄小明、吕成英等

专家建立修复工作室、加强修复

团队，直至 2011 年底修复工作圆

满完成，加之紧张布展，才有了

2012 年初“邓拓捐赠中国古代绘

画珍品特展”在春节期间的顺利

展出。

邓拓捐赠作品的修复工作得

以分期推进直至顺利完成，中国

美术馆保存修复中心主任裴建国

感慨“确实来之不易”。他回忆，

邓拓捐赠藏品的修复过程同时也

是中国美术馆筹建保存修复中心

的过程，实际工作起来，难度要比

预计的大，但专家们都兢兢业业、

无私奉献。中国美术馆聘请的几

位专家有着丰富的装裱和修复经

验，如黄小明原为南京博物院技

术部主任；安徽省博物院副研究

员吕成英 19 岁起即随父学艺，在

该院从事修复工作也已经 36 年；

徐建华已经在故宫博物院从事

书画修裱和研究工作 40 年。

裴建国介绍，在前期的修复

中，由于没有罗纹纸，冯鹏生对

边寿民《蟹菊酒香图》的修复计

划无法实现，为了解决这幅作品

的揭裱难题，吕成英专门从家里

找来了陈存多年的罗纹纸；黄小

明除了带来自己精致的修复工

具，还带来一些托裱用的古旧绢

薄；徐建华则帮忙从其他博物馆

借 压 铁、提 供 手 卷 包 首 的 锦 料

等。除了无私出力支持，修复工

作的慎之又慎，专家们倾心投入

的状态和精益求精的态度都给

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修旧如旧学问深

修复绘画的工作虽然默默

无闻，在业界却无人敢小觑。明

代《装潢志》中称“古迹重装如病

延医”，其中写道：“前代书画，传

历至今，未有不残脱者。苟欲改

装，如笃病延医，医善，则随手而

起；医不善，则随剂而弊。”直到

今天，许多绘画修复专家也把自

己比作“画郎中”。冯鹏生解释，

修复书画就如同给人治病，如果

方子不得当，人喝了就死了。历

代的装潢匠师修复抢救了难以

计数的几近毁失的书画文物，积

累了宝贵的经验。他说自己抢

救书画的状态是“如履薄冰、如

临深渊”，绝非夸张。

北京画院高级装裱师王旭从

事装裱工作已有 20 余年。他认

为，作为“画医”要先保本再治标，

本就是画心，要最大限度地保护

好画心的质地不受伤害，卷轴的

命纸能不揭就不揭。他介绍，古

旧字画经过漫长的年代大多都会

有 污 渍，其 中 主 要 的 有 水 渍、霉

斑、烟熏、油污、蝇粪等。去除这

些污渍能用物理方法就不用化学

方法。比如在揭裱的用水上，就

不要用自来水，保证水的中性，以

减少对画心的腐蚀。“修复过程中

一 定 要 想 着 给 后 来 人 留 一 些 空

间，尽可能保护画纸的质地，延长

其寿命。”

此次修复工作，以现状保存

和现状修复的理念为指导，能保

存原状的就尽量保存原状。专家

们根据字画破损程度，将要修的

作品分成了一般性修复、重要内

容修复、重点修复 3 个类别。而在

修复每件作品前，又根据不同情

况制定了具体的修复方案。

黄小明修复了仇英、郑板桥、

黄 慎 等 人 的 一 系 列 作 品 。 他 介

绍，书画装裱时对湿度、温度都要

有严格的要求，并且要认真做好

各项记录。“在修复过程中，由于

部分字画的破损程度比较大，同

时 又 要 考 虑 到 这 些 古 旧 字 画 的

‘金贵’，只要有一道程序出错，就

有可能毁了整幅字画，因此不得

有半点马虎。”黄小明说，要使得

修复工作尽可能地达到完美，任

何一步都是不容忽视的，而作为

一名古书画修复人员，不仅要有

纯熟的技巧，还必须有敏锐的观

察力和一定的美学修养，这样才

能将一幅破洞较多的古代书画

修旧如旧，还其本来面貌。

“重藏轻修”亟须改变

书画修复技艺传延至今，又

融入了许多新的科技手段，但修

复专家高度的责任感、多年练就

的手艺以及精益求精的工作态

度没有改变。冯鹏生介绍，新中

国成立之后，书画装裱修复工作

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得以日

臻完善，成为一种保护残缺古代

书画的重要手段。他说，中国的

书画修复技艺在国际上受到认可

和尊重，但历史的辉煌也向我们

提出了更高的希望，泱泱大国文

物丰富，有人预测，用现在的力量

修我国待修的书画，1000 年以后

方能修完，可见形势之严峻。

一方面全国范围内书画修复

人才十分紧缺，而胜任这份工作

需要多年的培养和实践；另一方

面，博物馆、美术馆等机构“重藏

轻修”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客观

上，书画修复工作所必备的软硬

件基础需要财力物力支持。

中 国 美 术 馆 馆 长 范 迪 安 表

示，随着中国博物馆界的学术发

展和美术馆界的专业化建设，对

卷轴绘画以及其他传统艺术遗产

的保护与修复的呼声日渐高涨，

而美术馆在修复藏品上还有很多

不足。中国美术馆实施邓拓捐赠

古代绘画珍品的保护与修复工

程，从无到有，受到了社会各界的

支持与肯定。今后还将通过推动

保存修复中心的建设，把对藏品

的保存与修复和相关研究纳入议

事日程。

文 化 部 艺 术 司 副 司 长 诸 迪

说，中国的博物馆、美术馆起步比

较晚，在硬件建设普遍有很大改

善的同时，专业化建设水平还不

够高，发展还很不平衡。特别是

在美术馆系统，对藏品的保护与

修复工作还处在起步阶段，基础

还非常薄弱。中国美术馆历时两

年多对馆藏邓拓捐赠中国古代绘

画珍品的成功修复和展出，为推

动全国美术馆藏品保存与修复工

作积累了大量资料与宝贵经验。

诸迪表示，文化部今年将在

全国文物普查的基础上开展全国

国有美术馆藏品的普查和保存状

况的调查，同时将举办两期美术

馆藏品修复、保护专题培训班，以

加快推动美术馆系统藏品保护与

修复体系的建设。

“书通天地人，寂寞百年心。”在

美术大家张仃逝世两周年之际，北

京画院联合中国美术家协会、清华

大学美术学院、张仃艺术研究中心

等共同推出 20 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

列展“文心化境——张仃书法艺术

展”，不仅首次以专题形式梳理其书

法成就，还力图通过书法与焦墨山

水的比照研究，为“守住中国画的底

线”提供当下的注解。4 月 13 日至 5

月 2 日，北京画院美术馆共展出张仃

书法及焦墨山水作品 70 余幅。

张仃先生是一位集漫画、连环

画、壁画、装饰画、动画、艺术设计、

焦墨山水、篆书书法等于一身的大

美术家。贯穿其艺术生涯始终的当

属书法创作。本次展览重点展示其

暮年寓居京西时的创作，很多是 90

岁以后的篆书作品。据介绍，虽然

书法是先生每日必做的功课，但书

写内容却非信手拈来，在夫人灰娃

女士的帮助下，他认真梳理古代的

哲理名言和历朝的文学经典，并在

创作时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其笔下

所书“峰前是故乡，深柳读书堂”“拨

云寻古道，依树听流泉”“风撼梅花

雪，雾笼杨柳烟”等景致，对于身处

喧嚣都市的人们不啻是一种精神的

洗礼；而那些先秦诸子著述及历代

经典诗文，通过圆熟朴拙的小篆形

式加以呈现，以书言志、借古寓今，

反映自己对于人生、艺术的理解。

人生的百感交集，都浓缩在那绵绵

不绝的线条之中。

张仃先生幼承家学，自楷书始，

而后取法汉隶名碑，再步入石鼓的

堂奥，观其习书源流，与一般书家并

无二致。为何他独钟秦代小篆？评

论家指出，不仅因为秦篆圆转流畅、

雍容和穆，极富装饰性，并保留有象

形文字“画成其物，随体诘诎”的绘

画特征，这些特质与张仃深厚的装

饰与绘画功底一脉相承；还因为，在

逐渐形成小篆的书写特点时，其独

步画坛的焦墨山水与书法的相互作

用、其雄强刚健的性格与这一古老

文字的精神风骨的不断交融。

在展览上，主办方特意选择了

张仃不同时期、不施彩色、纯用水墨

的数件焦墨山水作品同时展出。北

京画院院长王明明在谈到策展初衷

时说：文心是书法、绘画之根本。今

人 多 在“ 技 ”上 下 功 夫 ，却 忽 略 了

“道”的涵义。这也是中国画本体精

神逐渐丧失的原因所在。张仃先生

以书法来训练自己对中国画的观

察，对于其焦墨山水画的提升起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

书画同源，不仅因为其工具和

载体相同，更重要的一层含义便是

书法与绘画的艺术追求一致。近现

代书画家吴昌硕、齐白石均以金石

气的笔墨入画，而表现在张仃先生

身上，则是他书法和绘画中共同的

特点。其焦墨画在表现技法上枯毫

渴墨、崇重笔力、少求墨法的独特形

式与书法的笔墨追求如出一辙；而

其小篆将绘画中的“气韵生动”“骨

法 用 笔 ”等 方 法 直 接 用 于 书 法 创

作，其阔达气度与胸中丘壑的率性

笔墨相一致，可以说，小篆的中正

匀衡融合了恣肆劲健的生命活力，

书中有画、相得益彰。

张仃先生曾说，自己尝试过行

草，但“花了很长时间，终觉其艺术

旨趣与自己性情相去甚远”，最终放

弃了这洒脱俊逸的线条路数，仍坚

守自己志趣相投的北碑一路。它反

映了一个艺术家对自我艺术个性的

准确把握，同时也告诫后学者，不必

千篇一律，为追求时下流行而不顾

自我精神气质是否适合，不免落入

“浮躁”“火气”的误区。

从当初与李可染、罗铭等人的

行万里路江南写生，到后来探索出

个人鲜明风格的焦墨山水画，张仃

先生在继承中国画优秀传统的基础

上不断融入自己实验性的革新探

索。展览上他的数幅焦墨山水的题

款中，我们看到了艺术家在焦墨创

作中的反复锤炼和不断思索。中国

画的“底线”何在？对于中国画传统

的认识，是笔墨探索，还是宏观层面

的艺术精神提升？人们会从中找到

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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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专家正在对邓拓捐赠的作品进行全色（修复的工序之一）

春深浓于染 张仃 书

朱耷《双鹤》右屏画心修复前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