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光下肆意啄米的小雏鸡、

芦花摇野鸭飞的大运河、挺拔但

不失柔美的青松、雄奇俊秀的黄

山……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王沛

忠的笔下变得惟妙惟肖、趣意盎

然。他的国画线条舒展流畅，墨

色中透出丰富的层次感，现代意

识与传统文化完美贯通，用细腻

的线条和灵动的色彩描画着祖国

的大好河山，展现着对自然和生

活的热爱。

原北京画院院长刘春华评价

王沛忠笔下的花鸟，翩翩如飞；鱼

虫走兽，生动如真；梅兰竹菊，生

机勃发；水果仙桃，引人入胜。用

过的墨可用大缸装，用过的纸堆

积如山，坚持创作，痴心不变。

出生于河南鹿邑的王沛忠幼

时便显露出绘画的天赋，对色彩

和线条特别感兴趣，庄稼地里盛

开的油菜花、芝麻花、向日葵都令

他痴迷，常常一蹲就是好几个时

辰。八九岁时，他开始“涂鸦”，家

中的墙壁上、大树底下、生产队的

打麦场上，常能看到他用粉笔画

的小狗小猫和大豆高粱……故乡

有条宽阔的运河，水流平坦舒缓，

杂草丛生，野鸭成群，像极水墨晕

染的江南。少年时的王沛忠曾乐

在 其 中 。 即 使 在 外 漂 泊 闯 荡 多

年，每次回乡也不忘到这里踏访

旧梦，寻找灵感。《野鹅野鸭随意

向天涯》等作品所描绘的就是他

儿时的记忆。

北京对王沛忠来说，就像绘

画一样色彩斑斓、充满生机。他

认定这是自己继续绘画事业必去

的地方。读书是王沛忠首要做的

事。为了夯实理论基础，他到清

华大学绘画系读了一年书，感受

到多元开放的学术氛围，目睹了

大家名流的学者风范。期间，他

结识了著名画家刘春华和和书法

家赵首河，开始了新的绘画征程。

离开清华园后，王沛忠将精

力投入到了访山涉水上。他说：

“实践出真知，大自然是检验理论

最好的老师。”他背着画板将祖国

的名山大川看了个遍，而黄山最

让他折服。他说，黄山是自然的

造化、人间仙境，凡能想象到的美

都能在这里看见。王沛忠曾 20 余

次到黄山写生，气候不同、景色各

异的黄山让他每次都有新收获。

而《黄山松涯烟影》、《黄山云海》、

《唯有源头活水来》也成为他很见

功底的力作。2007 年，王沛忠参

加了由中国美协、中国书协等举

办的“情系西部”书画展，其作品

《黄山云海》获得了特等奖。

创作出贴近生活、大众喜闻

乐见、行家百看不厌的作品是王

沛忠的追求。在他眼中，自然界

的 一 草 一 木 都 是 可 以 对 话 的 生

灵，生活的所见所感都是能入画

的题材，“ 我热爱绘画如同热爱

生命，为了生命的延续，我将一

笔笔描绘祖国的大好河山。”王

沛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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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声 壁

■“艺术意味着一种自信和一种独立性，而考试把你造成一个

听话的、按部就班的、被动的人。现在美术学院教育结构上分成了

四个年级，一年级可以画什么、不可以画什么，到了二年级一定要

画什么、一定不能画什么。人的才能、人的性格、人的感情无穷复

杂的，他却弄得很简单，先解决这个问题、再解决那个问题，扯淡

嘛。我们艺术成长经历说明了一个问题，有考试就没有艺术——

而那时我们不需要考试，那时我们一起听乐、看书、画画，完全按着

自己的兴趣在寻找艺术。”

——画家陈丹青说“有考试就没有艺术”

教育的宗旨本来是发现天赋，助成天才，而现行的艺术教育反

之。陈丹青们该庆幸，赶上了一个教育的“散养”时代。

■“与画展同时举行的研讨会，一般是体现展览的学术高度，

便于大家更好地理解作品与画家的一个重要手段，在研讨会上往往

会听到专家们对作品、画家以及展览最为个性化的解读，当然包括那

些挑剔恶毒但不失深刻的批评话语。然而，从我的经验判断，无论什

么样的展览只要有强烈的商业诉求，神马研讨会都是浮云。现在

的批评家都忙着赶场子，对那些解决吃住行、报销飞机票甚至给出

场费的甲方，也不好意思说难听的话。除了唱颂歌外你别无选择，

即便转弯抹角地批评两句，会议记录也只会摘录颂歌的部分。”

——范美俊撰文《莫名其妙的画展研讨会》

不少人办画展，只为自抬身价，将来更好卖画。所谓画展研讨

会，说白了其实是产品推介会——说人家产品有瑕疵，这不是砸场

子吗？下回不带你玩了。

■“我可以给艺术家的画册写文章，但写文章有很微妙的一

点——因为你给一个画册写文章，往往只能写一些比较正面的

东西，但是我为什么接受写这个东西？是我觉得这个艺术家的作

品是好的，他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我才会去写。我不会随便接受一

个任务，因为人家给我很多钱我就去写一篇应景文章。但是可能

有很多人写文章的时候很像写广告，那是个人的选择问题了。”

——策展人侯瀚如说“写文章不能像写广告”

写软文已成当今美术批评家的拿手绝技，给钱越多，写得越长、

越快。说“不”，需要勇气和骨气。

续随子 点评

美 术

国家主题性绘画创作研究中心成立

由中国油画学会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油画写生作品展近

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这是中国油画学会换届后的首次展

览。除了延续 2008 年“首届中国油画写生展”从写生角度研

究油画艺术的思路外，展览还提出了“可见之诗”的主题，提

倡在面对自然和物象写生的过程中，追求一种诗心情怀和

诗意画境。这一方面反映了对时代文化格局的思考，另一

方面也折射出当代油画创作在直面生活、获取创作激情等

方面的普遍欠缺。

“一方面紧扣生活的命门，强调写生之道；另一方面重

视油画语言的东方品质的转换，呼唤‘象之大者’的诗性。”

中国油画学会主席许江概括的展览主旨，也表明了一种学

术态度。因为中国传统精神既在画中，又常在画外；在可见

处，更在诗画相生的生活里。

在当今图像化时代，不少艺术家以照片、图像的使用替

代了写生，并热衷于画室的闭门制作，而忽视了对现实生活

的关注和感受。这直接影响了艺术语言的拓展及研究，影

响了艺术家对色彩、造型敏感的生命活力，从而最终影响了

作品的品质。在不少展览中，我们常常能看到一些刻画得

“比照片还真”的油画，这些作品技巧娴熟，却无法获得观者

真正的感动。评论家尚辉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油画

家对于欧洲油画写生方法系统性与个性化的参照是模糊不

清的，不能从写生的角度悟出油画艺术的真谛。

从本次展览看，这几年来提倡并实践写生取得了一些

效果。不少中青年优秀油画家，思维活跃，勤于实践，通过

写生不但锻炼了笔头和观察能力，也荡涤了虚假、臆造和矫

揉造作的画风。或者是缘起于一种生活细节的记录，或者

出自对恬淡隽永情调的钟爱，或者意欲捕捉转瞬即逝的微

妙的色彩关系，如李江峰《渔歌唱晚之二》、章晓明《冬日阳

光》等作品，反映出画家们对自己感兴趣内容的关注和描

绘。由于这些兴趣点而激发的写生欲望，使得作品与观者

有了一种共鸣。

本报讯 （记者严长元）4 月

20 日，由文化部艺术司与中央美

术学院参与共建的“国家主题性

绘画创作研究中心”在京成立，文

化部艺术司司长董伟、副司长诸

迪，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

副院长谭平，中央党史研究室第

三研究部主任武国友，中国社会

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三研

究室副主任欧阳雪梅，以及詹建

俊、曹春生、薛永年、广军、孙景

波、孙家钵、唐勇力、王少伦等老

中青艺术家出席了成立仪式。

主题性创作是 20 世纪中国

美术的一条主线，产生了一大批

美 术 经 典 作 品 ，如 上 世 纪 50 年

代，以近现代史为创作内容的人

民英雄纪念碑的基座主题性浮

雕的创作，以及为中国历史博物

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人民

革命军事博物馆组织创作的一

大批美术作品，都是政府组织的

大型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的经

典 之 作 。 进 入 新 世 纪 ，由 文 化

部、财政部联合实施的国家重大

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集全国

美术界优秀艺术家之力，创作推

出了 104 件优秀美术作品，巡展

10 个 城 市 ，观 众 量 达 100 万 人

次，成果丰硕。

董伟在讲话中说，中央美术

学院是文化部与教育部的共建院

校，凝聚并培养了我国当代众多

优秀的美术人才，在国内国际有

很好的影响。该院自建院以来多

次参加并出色完成了国家主题性

绘画创作任务，其中，中央美院 20

多位艺术家直接参与了国家重大

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创作，

并以 18 件作品最终入选的成绩，

成为全国范围内入选作品最多的

创作单位，充分显示了中央美院

扎实的创作实力。他指出，国家

主题性绘画创作研究中心的成立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是

依靠中央美院的创作研究力量，

很好地总结、研究既往的主题性

美术创作的经验和成果，遵循艺

术规律，推动我国的主题性美术

创作，为当代美术创作研究提供

借鉴和支持；另一方面是发挥美

院的学科优势、专业优势特别是

专家资源优势，在全国美术院校、

美术界先走一步，起到示范带头

作用，并将成果与美术教学相结

合，带动和引导青年学生的创作

和研究方向。

潘公凯表示，中央美院的好

传统没有丢，在以往数十年中一

直保持着革命历 史 画 创 作 的 领

先地位。希望通过国家主题性

绘 画 创 作 研 究 中 心 这 一 平 台 ，

加 强 组 织 工 作 和 学 术 研 究 ，培

养出更多的优秀美术人才，产生

更多立得住的经典。

据了解，中央美院中国画学

院院长唐勇力担任该中心主任，

毕建勋、马刚任副主任。

本报讯 （记者严长元）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

究所和中国画学会共同主

办的“古意今情：许信容细

笔山水画展”暨座谈会日前

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举

行。展览学术主持郎绍君、

评论家薛永年、邵大箴、刘

骁 纯 、刘 曦 林 、袁 宝 林 、李

松、程大利、贾方舟、王镛、

尚辉等就许信容的山水画

展开了广泛讨论。

执 教 于 南 京 艺 术 学 院

的许信容是一个甘于寂寞

的画家，他以静 寂 的 田 园、

幽深的谷壑、悠远 的 浮 云、

葱 郁 的 林 木 等 富 有 山野情

结的绘画作品，表达着超世

俗的诗性追求。出身 于 油

画 专 业 的 许 信 容 ，以 自 己

独 特 的 角 度 ，在 创 作 中 吸

收宋画精华，超越了传统样式，对“多

元”情境下中国画的创作提供了一种

新的选择。

栩栩如生的菩萨坐像，形象

丰满的力士伎乐，虔诚坦荡的供

养人，各行各色的信徒月神……

孔柏基的“敦煌印象”不仅富有灵

性和艺术张力，而且画出了敦煌

的博大精深。4 月 18 日至 29 日，

“孔柏基油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

办，展出其“敦煌印象”系列画作、

描绘家乡和欧美风光的油画作品

共 100 幅，充分展示了这位八旬老

人独特的艺术人生和绚丽的艺术

成果。同时，孔柏基还向中国美

术馆捐赠了各时期代表作 20 幅。

孔柏基，1932 年生于上海，幼

时就喜欢画画，20 岁发表版画作

品，24 岁即执教于上海戏剧学院

美术系，并长期担任美术系主任

等职。1979 年 2 月，孔柏基等人发

起的“上海十二人画展”被认为是

1949 年以后中国大陆画家第一次

自发组织、自选作品的画展。上

世纪 70 年代后期，孔柏基以“宣纸

油画”方式创作出“敦煌印象”系

列作品。1986 年移居美国。

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当中国

美术界还迷失在单一的思想观念

中时，孔柏基就倾心现代艺术风

格，悄悄接受法国印象派大师莫

纳、塞尚、马蒂斯等人的影响创作

人物和风景作品。他开始用油画

棒在卡纸上绘制具有东方色彩的

人物画，之后去敦煌莫高窟成就

了他艺术的重要转折。为了更好

表现壁画因为年久褪色而形成的

古朴沉雄、淋漓斑驳的特殊效果，

他以宣纸与油画相结合的技法，

独创出崭新的“宣纸油画”。在敦

煌的洞窟里，孔柏基昼夜不休地

疯狂作画，短短 20 多天便创作了

150 多幅作品。1980 年，孔柏基带

着他在敦煌临摹的这些作品举办

了个人画展，引起轰动。

看孔柏基的敦煌系列作品，

人 们 感 受 到 的 不 仅 是 历 史 的 沧

桑、宗教的神秘、异地的瑰丽，更

有民生的艰难、慈悲的宏大与希

望 的 深 刻 。 而 他 的 风 景 小 画 灵

秀、隽永，更有无限的力量与希

望。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评论

说：“孔柏基在表现性画风上独树

一帜，成功地实现了材料技法的

创新，作品于华丽中见雄浑，境界

深远，风格高雅，品质极佳，观之

如吮醇香。”

“常记得刘海粟先生对我说：

‘不可懒散，不可却步’，以及朱屺

瞻先生对我说：‘ 画者只是探索

者 ，要 不 断 追 求 ，不 断 前 进 ’等

话。按着先辈的指导，我一直在

努力实践。”孔柏基说。

本报讯 （记者朱永安）

4 月 22 日至 5 月 6 日，“原生

艺术系列展（第一回）”在今

日美术馆举办，参展者涵盖

没有系统学过画画的老中青

少艺术爱好者。退休工人朴

粉莲画了自己熟悉的生活场

景，造型稚拙，色彩饱满；高

级经济师袁玲的作品以黑白

灰为基调，着重表现生活中

简单而又复杂的关系；“80

后”臧纯钟情于表现乡村生

活；中学生张牧遥、张牧远的

作品充满灵性和想象力……

“原生艺术”一词来自现

代艺术家让·杜布菲。宣称

拒绝陈腐的学院技巧，倡导

艺术家率真而自由的天性发

挥。评论家贾方舟认为，现

代艺术的许多大师，就是想

让他们的艺术重新回归到一种原生状

态，力图使他们生命本源中就有的艺

术天赋不加修饰地展现出来。

“原生艺术”亮相今日美术馆

本报讯 日前，应北京人民

大会堂管理局邀请，福建省闽江

学院教授郑百重以华山为主题为

改扩建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厅第三会议室创作了《华岳晴秀

图》。此幅作品长735 厘米，高305

厘米，画面气势宏伟，色彩浓烈，远

近结合，很好地表现了西岳华山壁

立千仞、群峰挺秀的雄奇地貌和古

松、云雾等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

旅美画家郑百重 1945 年生于

福建福州，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国家一级美术师，福建闽江学

院教授。他擅长中国山水花鸟画，

兼工书法篆刻，出 版 有《百 重 山

水》、《郑百重作品集》等。（亦 言）

郑百重为人民大会堂创作《华岳晴秀图》

许信容推出细笔山水画展

写生写生与诗性与诗性
亦 言

孔柏基的纸上敦煌
本报记者 高素娜

王沛忠：痴情绘河山
许凤才

隋菩萨像（油画） 孔柏基

煤棚儿和枣儿树（油画） 臧纯

华岳晴秀图（国画） 郑百重

王沛忠作品

①①

① 多彩的港口（油画） 郭宁

② 帅（油画） 郭祖昌

③ 冬日阳光（油画） 章晓明

④ 轻寒（油画） 王晓峰 ②② ③③ ④④

闲云伴泉（国画） 许信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