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学到老”的精神
———读力群先生晚年作品—读力群先生晚年作品

王步超

10
2012年5月15日 星期二本版责编 李百灵 美 术 E-mail：meishuzhoukan@163.com 电话：010-64285227

消息树

上海的“艺术嘉年华”
本报记者 高素娜

“焦小健1995—2011”亮相中国油画院

“日出东方”岭南名家展举办

时代美术馆推出书画家画瓷展

女艺术家联展“内观与外观”

杨频推出翰墨求教展

于会见油画作品展示“大地异相”

本报讯 5 月 5 日，由北京师

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北京人

文大学书画学院主办，北京师范

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书法系、北

京东方盛槐阁书画艺术有限公司

承办的“向启功先生诞辰 100 周

年献礼：杨频翰墨求教展”在北

京师范大学京师美术馆举办，展

出 杨 频 的 书 画 近 作 36 幅 。 杨

频，四川人，现为北京师范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艺术学博士研

究生、中国书协会员。他撰写的

论文《图像学视角与书法史学研

究的“ 文献图像化”问题——以

袁 安碑袁敞碑系列问题新考为

例》不久前获得第九届全国书学

讨论会一等奖。

（成 文）

本报讯 （记者高素娜）5 月

12 日，由中国油画院和中央新闻

纪录电影制片厂主办的“事物的

眼睛：焦小健 1995—2011”在中国

油画院美术馆开幕，共展出焦小

健自 1995 年以来创作的油画和素

描作品 100 余幅。

焦 小 健 1956 年 生 于 安 徽 芜

湖，现为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教

授。他的作品纯净平和，内敛亲

切，具有一种江南的诗性之美。

无论人物、风景还是室内场景，焦

小健的作品均出自写生，他不追

求作品的样式，有时寥寥几笔，有

时又层层覆盖，然而不管怎样变

化，总有一种整体美感的呈现。

据 悉 ，“ 事 物 的 眼 睛 ：焦 小 健

1995—2011”是中国油画院“油画

家学术研究”系列展之一，展期至

5 月 28 日。

本报讯 （记者高素娜）5 月

12 日，“大地异相——于会见大地

系列油画作品展”在北京今日美

术馆举办，共展出其 10 多年来创

作的油画作品 40 余幅。

于会见 1987 年毕业于中央工

艺美术学院装饰绘画专业，现为

中州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他

的作品不仅记录了中原大地的风

景变迁，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大地异

相的吃惊和忧虑。据策展人杭间

介绍，于会见执着于油画语言和

本土生活的结合，并从风景写生

开始走向有特定地域性的表现主

义，他的作品常常反映田园的被破

坏和腐蚀。“他埋头画画的十几年

间，有绿色麦苗的田野不见了，隆

隆的推土机像一个怪物在黄土上

横冲直撞，将土地拉得满目疮痍，

鸟找不到归巢，作为人类思想和信

仰象征物的塔在苍凉的大地上显

得怪异，很显然，他的作品中呈现

的深深不安，折射了这一时期人类

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荒谬性。”

本报讯 由广东作家书画院

主办的“日出东方·岭南书画名家

作品展”近日在广州市广东文艺

中心举办，展出廖红球、蒋述卓、

刘小毅、廖琪、张建渝、程小琪、

蔡照波等 40 多 位 作者的书画作

品。他们当中有长期从事文学

和书画创作的文艺名家，也有执

教著名高校的艺术名师，这批生

活在岭南的艺术家，对传统的热

爱与汲取有着先天的自觉，传统

基础的后劲支撑着他们在艺术

探索的道路上前进。这批作品

蕴含着传统精神、人文关怀和时

代气息，体现了他们求真、崇善、

唯 美 的 人 生 境 界 和 艺 术 格 调 。

据广东作家书画院秘书长、策展

人 郑 旭 彬 介 绍，展 览 名 为“日出

东 方 ”，旨 在 突 出 中 国 书 画 的

东 方 神 韵 ，彰 显 岭 南 书 画 艺 术

家 立 足 传 统 、勇 于 创 新 的 探 索

精神。 （郑秋田）

本报讯 （记者朱永安）5 月

13 日，由北京时代美术馆、瓷典工

作室主办的“碰瓷·2012 春季书画

家画瓷展”在北京时代美术馆举

办，展出王镛、王艺、李胜洪、杜滋

龄、南方、胡永凯、姚鸣京、陈大

阳、徐海、陈国斌、张铁林、邹涛、

魏广君 10 余位艺术家的瓷画以及

书法匾额等。

瓷器制作者与书画创作者，

在历史上有着工匠和文人士大夫

的分野，清代以后出现以瓷代纸，

将中国画入瓷的创作方式，瓷画

也成为不同于中国传统纸绢书画

的一种新形式。此次展览中的瓷

画作品以青花为主，辅以彩釉，与

展厅中古朴的旧式家具和木质匾

额相得益彰。

参展艺术家多习惯于纸上创

作，此次“碰瓷”创作旨在从瓷介

质中获得新的感受，展现他们对

中国传统民间艺术样式的思考和

尝试，同时让观者体会中国文化

从容、淡雅的风貌。

本报讯 （记 者 隗 瑞 艳）近

日，由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当

代艺术馆主办的“四签名·内观与

外观——廖家萍、申卉芪、喻高、

詹禾艺术作品联展”在中华世纪

坛开展，展出 4 位女性艺术 家 40

件作品，构建出一个女性视角下

光 、彩 、笔 墨 交 织 的 艺 术 世 界 。

廖 家 萍 和 申 卉 芪 的 绘 画 从“ 外

观”人物、植物的自然形态而来，

用细腻的笔墨描绘心灵与自然

的合一，呈现女性生生不息的生

命形态；喻高的装置和詹禾的绘

画 更 像 是 从 禅 定 状 态 中 的“ 内

观”所 得，表 达 抽 象的意念和内

省的精神。

齐白石旧居纪念馆开馆

就像一场别致的狂欢，走进

上海新虹桥中心花园，欢乐的气

氛扑面而来。硕大的白色帐篷里

挂满了琳琅满目、五彩缤纷的艺

术品，葱翠的草地上家长们带着

孩子制作风车、涂鸦旧家具、画艺

术长卷、制作玻璃品……5 月 10

日至 14 日，“第十届上海春季艺

术沙龙·虹桥嘉年华”在这里举

办，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法国、

西班牙、加拿大等 15 个国家和地

区的近百家画廊，不仅给观众们

以野营般的享受，也让这片 13 万

平方米的花园充满了艺术气息。

新玻璃艺术成“春沙”亮点

本届上海春季艺术沙龙由上

海油画雕塑院、上海中国画院主

办，上海春季艺术沙龙有限公司

等承办。作为已有 9 年历史的老

牌艺术品博览会，本次“春沙”延

续了一贯的艺术品质和学术引

导，绘画、雕塑、陶瓷、设计、玻璃

等数千件风格迥异的艺术品被分

置在 6 个展区，它们不仅保持了

较高的艺术性，务实的价位更让

人们感受到了“春沙”的魅力。

在国际艺术品展区，美国艺

术家史蒂芬·尼帕、罗德里格兹，

法国艺术家伯恩、珂晴·葛兰等人

的作品，以独特的色彩、诗意与想象

力让观者眼前一亮。在国内展区，上

海卡咔度艺术空间、成都岁月艺术

馆、台湾名典画廊等也带来不少上

乘之作，如曹晓明、许燎源、张和

平、周加华、罗朗等艺术家的作品，

不时有市民和收藏者询问价格。

流 光 溢 彩 的 玻 璃 艺 术 也 在

“春沙”中首次亮相，吸引了近百

位中外顶尖玻璃艺术家参与，这

也是玻璃艺术进入中国主流艺术

品展会的一次尝试。与人们印象

中的“工艺品”大相径庭，本次参

展的西方玻璃作品绝大部分是富

有视觉和思想冲击力的当代艺术

品：有的以绘画性取胜，有的则大

量使用综合材料，有的还具有雕

塑形态。如爱尔兰艺术家以一片

如白雪般晶莹的玻璃烧制成破裂

的蛋壳，旁边横斜着一对鸡爪，探

讨生存与死亡的关系；英国艺术

家作品《达·芬奇之山》，则将达·
芬奇笔下的旷世杰作《蒙娜丽莎》

化作一颗光洁的明珠，镶嵌在坚硬

粗糙的山峦中；法国国宝级艺术家

安东尼带来了《依然活着——美杜

莎系列》，作品充满了神秘古老的

气息。而中国油画家王玉平的油

画作品《鱼》，也被制成了玻璃品，

现场几条悬挂起来的玻璃小鱼儿

就像是从画面中游出来一样。

“参展的著名玻璃艺术家在

当代艺术领域发挥的作用，与印

象派绘画在美术史、中国水墨艺

术在人文方面所起的作用毫无二

致。”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玻璃工作

室主任、本次新玻璃艺术展策展

人庄小蔚说，国内藏家始终将玻

璃艺术定位于“工艺品”，缺乏正

确认识。这次世界顶尖的玻璃艺

术展，可望逐步改变国人对玻璃

艺术的误读。

在花园、酒店里办展览

“如何创新展陈形式，吸引更

多的人参与其中，这是我们特别

关注的。”上海油画雕塑院常务副

院长肖谷说，“展览场地从往年的

世贸商城迁到新虹 桥 中 心 花 园

不过一条马路的距离，但这种从

室内陈列到户外布展的艺术形

式、从参观者被动观看到主动参

与、从单纯的艺术品交易到国际

多元艺术文化的交流等，却是一

次质的蜕变。”

“像‘春沙’这种富含生活气

息的、公园帐篷式的展览形式，在

亚洲还是首次。”上海中国画院副

院长谈建军说，“春沙”借鉴的是

英国弗利兹艺术博览会于 2003

年开创的户外艺术活动，当年，该

博览会在伦敦雷君思公园搭建的

白色帐篷中举行，轰动一时。“观

众们通过阳光、绿树、湖泊和帐篷

将艺术与生活融为一体，充分体

验了艺术来源于自然，并回归于

自然的理念。”

“户外艺术展把欣赏艺术品

和大自然融合，富含生活气息，应

该说是未来艺术博览会的趋势。”

上海油画雕塑院院长李向阳说，

上海春季艺术沙龙率先从美术

馆、展览馆走向户外、公园，对于

中国的艺术展会可能是一次重要

的观念转变。

作为“春沙”的另一分支，由

上海油画雕塑院主办的首届“上

海城市艺术博览会”将于 5 月 18

日开幕，展地则选择了上海著名

的五星级酒店花园饭店。

“每个房间都将是一个展示

空间，参展的画廊主们可以晚上

在房间内睡觉，白天将客厅、卧室

精心规划一个独具风格的艺术空

间，让观众在不同家装、摆设的搭

配之下，观赏各种风格的艺术佳

品。”据承办方上海楷仕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负责人邱宏俊介绍，以

酒店为载体的艺术博览会在近几

年发展迅速，东京、首尔及我国的

香港、台北等城市都已成功举办，

而在我国内地尚属首次。

“酒店博览会与传统艺博会

的区别不 仅 是 规 模 较 小 、内 容

精，更 重 要 的 是，它 必需要呈现

出一个城市的文化特质、城市性

格，以此吸引不同层次的艺术消

费者。”邱宏俊说，由于酒店博览

会是在一个实体的环境里布置艺

术品，容易吸引关心家庭装饰及

文化品位的观众，而酒店博览会

推介的许多新生代艺术家，也不

啻为收藏家发掘新收藏方向的尝

鲜之地。

同质化制约艺博会发展

一边是平民式的街心花园，

一边是精英式高级酒店，“春沙”

的目标人群涵盖了全上海城市的

各个阶层，而它的组织与形式也

令业界耳目一新。

作为继上海双年展、上海艺

术博览会后又一知名文化艺术品

牌，上海春季艺术沙龙自 2003 年

创办至今已是第十届，累计参展

机构达 900 余家，涵盖了欧洲、美

洲、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及我国港

澳台地区的32个国家和地区，参观

人数近30万人次，累计交易额近3

亿元人民币，已逐渐发展为上海对

外文化交流和促进文化贸易的重

要的平台。然而，春季艺术沙龙

也面临着发展的瓶颈——较为单

一的展出形式和同质化的展商及

艺术品，加之国内外艺博会的裹

挟与夹击，使之只能成为小众群

体孤独的狂欢。“因此，‘春沙’如

何错位发展，如何适应艺术消费

大众化趋势，如何在推进文化创

新、繁荣文化产业上有所作为，同

时为上海文化艺术的发展带来一

些有益的探索和启示，这是摆在

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肖谷说。

“如今，艺术品消费市场越来

越大众化、年轻化，旧的展出形式

已难以适应新变化，艺术展览必

须放下身段，走向大众，同时还要

保持艺术的独特性，不能低俗化，

这是我们正在进行的艰难探索。”

上海春季艺术沙龙有限公司总经

理张军说。

上海中国画院院长施大畏认

为，本届“春沙”不仅实现了华丽

转身，更为人民提供一个享受艺

术的平台，使艺术更具亲和力。

但我国在对艺术博览会的经营与

策划方面尚处于初级阶段，如何

兼顾市民的欣赏能力和购买水

平，兼顾展览的学术性和学术定

位，还需要不断的尝试与磨合。

“我们最大的困惑，是国民对艺术

品的欣赏能力还很低，美术馆、画

院等专业的艺术机构在这方面应

起到引领作用，将高雅艺术通过

各种方式普及开去。而艺博会也

不能单单只是为了赚钱，应该有

一定的学术性和艺术普及性，因

为只有当人们的欣赏水平整体提

高后，艺博会的发展空间才能更

大。”施大畏说。

本报讯 （记者续鸿明）吴

长江、苏新平的石版版画，徐

冰、谭平的木刻版画，王华祥的

套色木刻版画，陈琦的水印木

刻版画，洪浩的丝网版画，孔国

桥的铜版版画，近日汇集于百

雅轩 798 艺术中心精心策划的

“气象中国——当代版画名家

八人展”。参展的 8 位艺术家是

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

版画家的代表人物，都学成于

不同院校的版画专业，在版画

创作、教学及其他艺术领域极

具影响。他们在不同品种版画

的技术、技巧上各有专长，在审

美趋向上也不尽相同，但在反

映 现 代 中 国 气 象 方 面 具 有 共

同之处：注重描写当代人和社

会现实的本质，从民族文化传

统中发掘创新的资源，并分析

借鉴外国现代艺术之长，把自

己 的 文 化 思 考 隐 藏 在 具 有独

特个性的艺术语言之中。此次

共展出 8 位艺术家各阶段的佳

作近 100 幅。

美术史论家邵大箴担任展

览的学术主持。他认为，版画

是一门能承载深刻思想内容和

呈 现 丰 富 形 式 语 言 的 艺 术 品

种，它是一门大艺术，虽然作品

的尺幅不一定很大。这 8 位艺

术家受到过系统的学院教育，

又努力克服学院的局限，敢于

直面人生，直面现实。他们不

回避艺术与市场的结合，又始

终保持着艺术家应有道德良知

和职业操守，决不为迎合市场

而降低自己作品的艺术格调。

艺术家陈琦说，提到版画，

多数人会想到印刷，大略知道

版画是通过印刷出来的绘画。

也许现代印刷的快捷与便利，

使人们似乎很容易产生版画是

一种廉价绘画复数品的印象。

版画如想在当代艺术语境中获

得 生 存 理 由 或 独 立 价 值 与 意

义，首先就必须彻底摆脱绘画

依附，和绘画错位发展，将版画

作为中间媒介而不是画种来进

行艺术自由表达，才能创出一

片新天地。

近年来，百雅轩文化艺术

机构致力于中国名家版画推广

宣传，积极推动拓展版画市场。

2010 年赞助支持“观城——上

海国际版画双年展”，2011 年发

起举办“北京 798 国际版画博览

交易会”，受到业内好评。此次

版画展是百雅轩推动中国版画

市场发展的又一次尝试。

上世纪 50 年代，我和力群先生因美术相识。半

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常常相聚，谈人生理想，谈文艺

发展，谈美术创作，力老成为我敬重的良师益友。

2000 年底，力老移居京郊昌平，见面少了，但关心和

关注愈加真切。今年元旦前，女儿作为山西艺术职

业学院党委书记专程赴京参加学院首任校长力群的

百岁寿庆活动，为我带回了力老新出版的《力群百岁

画集》和《力群国画集》。我看后很激动，品味之余即

兴撰写了一篇鉴赏文章，完稿时已近春节，想等拜年

时去电话，听听力老意见。不料却得知力老病重的

消息。我将文稿置于案头，一天天等待着，祈盼奇迹

出现。2 月 11 日晚，传来了力老过世的噩耗，我悲痛

万分。2月16日，我去北京参加力老遗体告别仪式，

与我敬重的人民艺术家力群先生见了最后一面。

在力老的国画作品上角，常印“学到老”的闲章，

力老多年来就是以这样的精神不停地学习、创作。

两本画集主要收录了力老近年在京的新作和在太原时

的作品。《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山村》以一棵大树为

主，树间以淡墨画出山村和流淌的小溪，在树的顶

端，又点缀了三三两两停在枝头的小鸦。那两只

正在飞的小鸦，让平静的画面活了起来。作品以

虚实相间、富有墨韵的绘画语言，表达了先生对大

自然的挚爱之情，整个画面呈现出大自然的灵动

之美，也能感受到一个大艺术家的拳拳之爱和深

厚的艺术修养。

《松鼠觅食图》以往多见斗方，此幅以竖式表现，

甚为少见。翻到这幅画时，第一印象便是大家手笔，

气度不凡。画面构图巧妙，布局合理：一只松鼠正卧

在树干上觅食，淡色的树干衬托着黑色的松鼠，主题

更加突出。连接树干的枝桠由上而下斜插下来，下

端松针多于上端，整个画面未见多余之笔，给人以简

洁、精致、清逸、大雅之感，确是难得的佳作。

两本画集中还有多幅表现竹子的好作品，如《风

吹雨打奈我何》，以深浅不同的枝干和竹叶，画出

一片茂密的竹林，给人以厚重之感；另幅《多情细

雨润翠竹》，又是那样清新典雅，以寥寥几枝稍稍

弯曲的竹子来表现细雨朦胧中的翠竹，似在沙沙

作响，达到了以物传情的绝美境界。多年来，力老

创作了难以计数的以竹子为题材的作品，胸有成竹，

妙笔生辉。

《秋风落叶图》、《桂林风景甲天下》、《苍松戴

胜图》、《国色天香花中王》、《西双版纳风光》、《玉

兰花开迎新春》和《红叶》等，都是极具意境的优秀

作品，其中汲取了版画技法之营养，具有鲜明的“力

群特色”。

力老晚年开始画中国画，取得如此艺术成就，除

得益于早年就读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时受过国画

大师潘天寿和李苦禅的教导，主要是源自力老的勤

奋、谦逊与好学。他不仅研习传统绘画，而且向大自

然学习，向古今中外名家学习。他非常珍惜时间，把

每天都安排得井然有序，从不浪费一时一刻，就连外

出赴宴，在人未到齐之前，还要看看书或记记提纲。

他喜欢外出观景。多年前，我俩一道去太原迎泽公

园赏菊，力老观察满园艳丽多姿菊花时的那种专注

神情，我至今难忘。他喜欢画竹，不只研究诸多名家

的画竹方法，还要到有竹子的地方观察竹子静风而

立和临风摇曳时的多种姿态。记得一次力老到古交

为我的巨幅国画《煤城之春》题写画题，看到墙上挂

着我的另一幅山水画时，力老问我，这山上的肌理是

怎样画出来的？我说，皴擦的次数多了，斑斑驳驳的

效果就自然形成了……作为名家的力老，仍是这样

时时处处不忘观察、思考。

力老的一生坚持“学到老”精神，崇尚“艺术为人

民”的魅力人格，不懈地完善自己的艺术理论和审美追

求，所有这些，使力群先生艺术之树常青成为必然。

本报讯 （记者李百灵）5 月

13 日，“齐白石旧居纪念馆”经修

缮后开馆面世。北京市委宣传部、

北京市文化局、东城区政府以及北

京画院等单位领导参加了仪式。

齐白石旧居纪念馆位于北京

市东城区雨儿胡同 13 号院，是一

座建于清代中期的四合院，为北

京市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1955

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文化

部拨款购买并提供给齐白石居

住，白石老人晚年在此创作了许

多重要的作品。2011 年，在北京

市委、市政府以及东城区政府、东

城区文委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北京画院对这座建筑进行了修

复，复原了老人晚年的生活与创

作环境。经过修缮的齐白石旧居

纪念馆不仅仅恢复了古建原貌，

还进一步充实了旧居的文化内

涵，将北屋恢复为客厅、画室、卧

室，购置旧式家具并配以齐白石

生活照片，还原了齐白石生前居

住的室内陈设旧 貌 。 同 时 将 东

西厢房改建为齐白石生平与艺

术展室，陈列齐白石画作高仿复

制品、图片文字展板以及多媒体

播放等，以丰富的手段展示了齐

白石的创作以及其多彩人生。坐

落在纪念馆露天庭院中央的齐白

石铜像高 1.95 米，为雕塑家吴为

山创作。

当代版画名家当代版画名家八八人展举办人展举办

邵大箴：版画是门大艺术

松鼠觅食图（国画） 力群

宁静的小镇之七（版画） 71 厘米×52 厘米 苏新平

加拿大罗夏美术馆首次参加上海春季艺术沙龙，带来了本国 3 位

雕塑家和两位油画家的作品。图为观众对着展品拍照。

本报记者 高素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