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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研与服务并重 推动画院再发展
——北京画院建院55周年引发的话题

本报记者 严长元

清华美院推出研究生毕业展

11名艺术类研究生获“百人会英才奖”

“祈祷和平之旅书画展”启动

黄荣性展示“符号的秘密”

“再创辉煌”书画展在京举办

许江个展亮相德雷斯顿博物馆

绵山又称介山，因介子推而

得名，以寒食清明节的发源地闻

名于世。深藏在三晋腹地的绵山

如今已成旅游胜地，其实它还是

宗教文化之山，诗文书画之山。

不论帝王将相、儒释仙道、文人墨

客，只要来到山西，就要到绵山拜

谒 介 之 推 ，留 下 他 们 的 诗 文 书

画。有的人没有来过山西，但他

们对介之推的崇仰之情，同样浓

重地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

最早用诗歌颂扬介之推的当

是屈原。他在《九章·惜往日》中

咏歌道：“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

寤而追求。封介山而为之禁兮，

报大德之优游。思久故之亲身

兮，因缟素而哭之。”李唐王朝起

于太原，李世民依托绵山扫平了

割据势力，所以对太原有特别的

感情，把太原称作北都，经常回来

纪念，也经常上绵山拜谒。贞观

十五年，李世民亲到绵山挂铃还

祈雨愿，下山路上见寺前彩幡飘

拂，有所感触，遂题写一首《咏兴

国寺佛殿前幡》：“拂霞疑电落，腾

虚状写虹。屈伸烟雾里，低举白

云 中 。 纷 披 乍 依 迥 ，掣 曳 或 随

风。念兹轻薄质，无翅强摇空。”

唐朝咏寒食节的诗最多，据统计

约有三百首。最有名的是李商

隐。诗人不幸生病，巧遇一位道

士，让他服用仙丹后痊愈，他下山

后在山下冷泉驿住了一宿，于是

写下了《寒食行次冷泉驿》：“驿途

仍近节，旅宿倍思家。独夜三更

月，空庭一树花。介山当驿秀，汾

水绕关斜。自怯春寒苦，那堪禁

火赊。”北宋宰相张商英崇尚佛

教，曾登临绵山，留诗三首，其中

《游绵山》写道：“夕阳返照影流

东，点点寒鸦过远峰。渔叟罢竿

收钓饵，牧童吹笛弄秋风。日光

隐隐见苍海，山色青青耸碧空。

万壑千崖增秀丽，往来人在画图

中。”这是一首工整的七律，夕阳、

寒鸦、渔叟、牧童、日光、山色，把

绵山恬静幽雅的自然特色巧妙地

描写出来。清代大学者顾炎武曾

数次到山西。1662 年秋，他从河

北井陉入晋，先抵大同浑源，冬渡

汾河到平阳府，谒尧庙，在临汾度

岁，写诗多首，其中《一雁》云：“一

雁度汾河，河边积雪多。水枯清

涧曲，风落介山阿。塞上愁书信，

人间畏网罗。覆车方有粟，饮啄

意如何。”

绵山的彩塑、壁画、石刻也极

为丰富，蔚为大观。绵山保存有

七百余尊神佛彩塑，上自唐宋，下

抵明清，大者过丈，小者尺余，形

制随朝代更迭，风格缘时代嬗变，

历史脉络清晰分明。造型无不栩

栩如生，情态自然传神，性格相互

迥异，手法各臻其妙。或写意，或

写实，或简约，或华美，不少可称

中华雕塑之经典。当代作家、学

者冯骥才考察绵山彩塑后，称这

些神佛造像是“失落的文明”幸存

下来的历史遗产。

绵山彩塑体现着山西明代彩

塑的诸多优秀的特征，首先是造

型能力高超。现存的数百尊造像

中，佛、道、儒和民间信仰全有。

各种佛祖、神仙、天王、金刚、侍

者、比丘、供养人以及民间偶像和

地方神甚众，造型各异，千姿百

态，栩栩如生。比如现藏大罗宫

的几尊侍者像，其造型能力之高

达到令人惊叹的地步。一尊侍者

左臂挟簿册，右手执笔，凝神注目

前方，似在待命，略带稚气和腼腆

的脸上显出聪明的天性，叫人一

望而知；另一尊侍者双手托着画

轴，亦准备着听命而动，一副俯首

帖耳、十分驯顺又乖巧的模样，这

样的人似乎在生活中见过；再一

尊侍者仿佛级别略高，一手背后，

一手在“指手划脚”，板着脸儿，挺

着胸脯，肚皮微凸有些“发福”，显

得矜持又傲慢，浅薄之态，惟妙惟

肖；还有一尊侍者为坐像，身着朱

袍，手执书卷，地位显然更高，儒

雅平和，颇显修养和文气。另一

突出的特点，是具有真切的质感

与量感。衣服的柔软，铠甲的坚

硬，皮肉的光滑与弹性。不同部

位皮肤和肌肉的质感也绝不相

同。嘴巴的丰软，鼻翼的柔韧，耳

朵的劲挺，手指的灵巧，似乎全都

可以触到。连又圆又硬的脑壳和

衣服里的肢体也能清晰地感觉

到，从中可以看到绵山雕塑艺术

所达到的高度。

绵山有一座规模相当可观的

碑苑，保存了许多碑刻原物，风化

剥蚀，更显古老厚重。还有一座

“大罗宫名人纪念馆”，陈列了唐

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的圣

旨、诏书，唐代宰相令狐楚，唐代

骁将尉迟恭，北宋宰相张商英、文

彦博，北宋名将郝质的奏折，还有

许多名人的书法绘画作品，值得

一观。

本报讯 5 月 16 日，“重新生

长：许江艺术展”在德国德雷斯顿

国家博物馆开幕。该展览由德累

斯顿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中

国 美 术 学 院 联 合 举 办 ，是 德 国

2012“中国文化年”的重要组成部

分。展览展出了许江 150 余件油

画、水彩等绘画作品以及两件大

型雕塑作品。

本次展览以“重新生长”为主

题，意在讲述中国战后出生、“文

革”后成长的一代人从断裂中再

次更生、从历史中获得拯救的故

事。许江期许着用他的“葵”，邀

约中国与德国战后一代艺术家之

间展开一场思想的对话，通过彼

此的艺术和经验，探究中德两国

战后出生的这一代人的精神内

核。展览将持续到 8 月 16 日。

（徐 元）

本报讯 （记者高素娜）5 月

17 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2012

届硕士研究生毕业作品展”在京

开幕，共展出该院陶瓷、染服、视

传、环艺、工业、信息、工艺美术、

绘画、雕塑和基础教研室 10 个系

（室）134 名硕士研究生的艺术设

计和美术创作作品。 近年来，研

究生教学已经成为清华美院培养

高层次艺术人才的主要手段，该

院在教学中注重与社会实践相结

合，重视发挥实验教学的特色，全

面提高研究生的科研和创新能

力。本次展览不乏关注时代前沿

问题的作品，也不乏注重材料、技

术和细节创新的品质之作，而更

多的作品折射出年轻艺术家们的

大胆探索与尝试。

本报讯 （记者党云峰）由全

国道德主题教育组织委员会主

办、中国三百书画研究院和京港

亚太国际传媒机构承办的“再创

辉 煌—— 喜 迎 党 的 十 八 大 大 型

书 画 展 创 作 笔 会 ”日 前 在 京 举

办，展览旨在借助书画文化，讴

歌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奋

斗历程，颂扬中国共产党的丰功

伟绩。主办方邀请 60 多位中国

三百书画研究院会员参加笔会，

共创作献礼书画精品 200 余幅。

这些作品将于 6 月在北京中华世

纪坛展出。

本报讯 （记者李百灵）5 月

15 日，“2011—2012 年度百人会英

才奖”在京揭晓，来自 22 所中国高

等院校的 39 位研究生获奖，其中

包括 11 名来自艺术院校的研究

生。百人会主席、华美银行集团

董事长吴建民，美国驻华大使骆

家辉，重彩油画家周昌新等出席

颁奖仪式。

据悉，百人会英才奖的艺术

类奖项是百人会与周昌新艺术

基金联合发起设立的，旨在鼓励

高等艺术院校品学兼优、勤奋努

力、勇于创新的硕士及博士。该

奖项评审委员会由百人会会员

和专家评审组成，从国内 10 所著

名艺术院校中选拔优秀的在校

研究生。

百人会由 159 位在各自行业

出类拔萃的华裔美国人组成，“百

人会英才奖”是百人会在中国设

立的一个公益项目，目前已有超

过 200 名优秀的硕士及博士研究

生获得该奖项。

本报讯 5 月 20 日，由北京

大学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研究所主

办的“祈祷和平之旅书画展”巡展

在京启动，展出了画家王永丽创

作的百米水墨长卷《观世音菩萨

大悲神咒图》。该展得到台湾高

僧星云大师的支持，将深邃的佛

学教义融于书法绘画艺术，以书

画传递情感，共建和谐文明，祈福

世界和平。据悉，北京首展后，将

于 5 月 28 日在江苏宜兴巡展。

王永丽现为北京大学中国传

统艺术文化研究所副所长、香港

徐悲鸿文化艺术学院院长。她

生长在人杰地灵的江苏扬州，师

从美术大家蔡若虹，画风受“ 扬

州八怪”影响。她的作品汲取东

方艺术精髓，善于通过灵动的笔

墨表达对生活的感悟，多次参加

国 内 外 大 型 展 览 并 获 奖 。2008

年为奥运会作画 100 幅，奥组委

主席为其题词。北大副校长杨

和称赞王永丽是“ 有思想、大情

怀的女画家”。 （渊 默）

本报讯 “符号的秘密——

韩国著名艺术家黄荣性个展”近

日在今日美术馆举办。黄荣性是

韩国现代艺术史的元老级画家之

一，他的绘画独特性就在于其单

纯形式，既呈现了纯色域的视觉

愉悦，又表现了符号相关的内涵，

用抽象、装饰和几何的语言，描绘

了田园诗般的乡土情趣，并建构

了个性而独特的绘画风格。

黄荣性 1941 年生于韩国江源

道，毕业于韩国朝鲜大学美术系，

并长期在该校任教授，现为韩国

光州市立美术馆馆长。 （文 胜）

如今的画展特别多，一个

接着一个，到处都是。原本只

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画展，标题

却搞得特别大，读起来挺吓人，

那词句尽拣大的说，足够把没

见过世面的人吓个半死。原本

就是个展览，向观众展示一下

作品的事，毋须搞出那么大的

动静来，找一些根本沾不上边

的词句，张牙舞爪，气势汹汹，

一 看 作 品 根 本 不 是 那 么 一 回

事。倒像是朝鲜放卫星一样，

一下子瘪了气，啥也不是。

现在画展多如牛毛，一些城

市还树起了画家的广告牌，画画

的变成了明星，明晃晃的，很惹

人眼。这个时代，画画的是出尽

了风头，全国巡回展，全球巡回

展，真的是不嫌累。这个城市搞

完了，再到另外一个城市，天天剪

彩，目的倒是很明确，就需要用标

题来忽悠了。画展的标题做大

了，画展的主办单位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能挂上的都挂上，就

差联合国了。

其实，画展就是画展，不应

搞那些虚头八脑的东西。少印

一点画册，少办一些画展，只要

作品好，既使画家本人不在人

世了，后人也会张罗着办展览。

我们已经进入了文化建设

为中心的时代，文化人做文化

人的事，要有平常心。办画展，

也要有平常心，少用神呀、禅

呀、自然呀、宇宙呀那些词语来

吓唬人，少挂一些空头的主办

单位，少开一些言不及义的研

讨会，少搞一些虚头八脑的东

西，而应该在创作上多用点心

思。因为，画画的终究是靠作

品说话。

画展本是让人们清心、洗心

的地方，画画的安安静静地把创

作拿出来，看画的放松心情享受

心灵的愉悦，多好啊。要知道现

在的传媒太发达了，日子过得太

快了，泛滥的信息，让大家都几

近麻木了，更何况只是一个画

展，原本不需要让全中国人民

都知道，画展的标题起得再惊

世骇俗，也只是一个画展而已。

何必要起那么吓人的画展

标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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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院有作为才能有地位

作为新中国成立最早的专业

画院，北京画院自成立以来，团结

和 聚 集 了 齐 白 石、王 雪 涛、吴 作

人、李可染、李苦禅、蒋兆和、叶浅

予、吴冠中等众多院内外名家大

师，他们潜心于民族传统艺术的

继承和创新，创作了一大批具有

鲜明时代精神和个性色彩的经典

名作，促进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发

展和升华。进入新世纪以来，随

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

进步，我国的文化建设也不断取

得新的成就，多元文化的发展态

势和各种思潮观念的交融、碰撞，

既为中国绘画的传承与发展提供

了新的视角和思路，也提出了新

的挑战和问题。面对新的形势，

北京画院在秉承优良办院传统的

基础上，在创作、研究、培养人才

的同时自觉承担起对于传统中国

绘画的研究梳理、收藏、保护、展

示、传播等任务，体现了其作为国

有画院的文化责任。

近些年来，北京画院在当代

创作和研究方面成果丰硕，在画

院的建设和发展方面为全国画院

提供了许多值得学习、借鉴的经

验。比如引进专业人才，努力办

展，不断出成果，陆续出版了《北

京画院秘藏齐白石精品集》，编纂

了《20 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研究丛

书》，整理重印了老一辈艺术家的

学术著作，举办了规模盛大的齐

白石艺术国际论坛，出版了《北京

画院藏齐白石全集》等。2011 年，

北京画院美术馆被文化部评为全

国重点美术馆之一，并免费向公

众开放。这些扎实有效的工作，

有力推进了中国现当代艺术史的

研究，反映出画院对“研究”职能

的重视，北京画院也成为齐白石

艺术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

重要阵地。

“ 北 京 画 院 的 实 践 再 次 证

明 ——有作为才能有地位，这是

画院立足的根本。”深圳画院名誉

院长董小明感慨地表示。

画院要注重公益、服务社会

“这几年画院生存不是问题，

但也有很大危机，要注重画院的

公益性质，尤其是不能把国家给

予的公共资源只用于个人的宣传

上。”王明明此话得到了众画院院

长的一致响应。他们纷纷表示，

只有不忘担负的职责，重视画院

在 挖 掘 地 域 文 化 资 源 方 面 的 责

任，充分发挥画院的公共文化服

务职能，画院才有生存与发展的

空间。

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胡宁娜

介绍，今年春节期间该画院策划

了由院内画家参与的“盛世春光”

展览，先是作为“贺岁展”在江苏

省美术馆展出一个月，吸引了两

万多观众参观，后来还被邀请到

海口、连云港等地巡展。“这不仅

是对画家自身艺术水平的一次考

量，还能对画院间交流起到推动

作用。”据她介绍，该展览的作品

还被江苏美术馆收藏，成为国家

文化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真正

发挥了一个公办画院公益服务的

职能。

福建省国画院院长郭东健感

同身受地表示：“画院工作第一是

学术为先，第二是服务社会。”他

认为，服务社会是画院必须要面

对的不容回避的职能。在福建省

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时，该院专

门组织画家创作反映改革开放 30

年的美术文献展，事先参照国家

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请社科

院出选题，画院根据适宜美术创

作的内容进行筛选，组织了 30 多

件大型创作，主题围绕福建 30 年

来的重大事件，包括文化类、经济

类等等，反响非常好。

抓创研是画院当务之急

“作为原创性美术作品的重

要生产单位，画院处于美术产业

链的上游，其创作与研究水平如

何也直接影响美术生态的发展。

因此，注重研究性、学术性，抓课

题建设、品牌建设是画院职能的

应有之义。”董小明说，在美术市

场繁荣与喧哗并存的当下，强调

这一点尤为重要。

作为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文

化部对画院工作一向重视，在前

年启动的国家美术发展工程中，

就将全国画院奖励扶持计划列为

其中重要一项。两年多来，通过

这一计划的组织实施，对全国数

十家画院的近 60 个创作和研究项

目予以奖励性扶持，取得了很好

的效果。

操着一口纯正的陕西话，陕

西国画院常务副院长邢庆仁不无

感激地说，该画院去年申报的项

目《画坛：从生活到艺术》，对刘文

西、王为政等老艺术家进行抢救

式的采访，口述实录，在获得文化

部的奖励扶持后，还得到了陕西

省文化厅的补助。这不仅解决了

画院经费少的燃眉之急，也为下

一步继续开展学术性项目打下了

基础。“与老一辈艺术家相比，年

轻画家最缺乏的是奉献精神。”他

说，老艺术家为社会、为人民的奉

献精神，也让参与这一项目的年

轻画家得到了感动和启迪。

山西画院关于“山西壁画”的

研究项目，去年也获得了全国画

院优秀研究项目奖励性扶持。山

西画院院长王学辉介绍，由于他

们对壁画的研究，一开始就区别

于文物部门的研究内容，而将重

点放在了处于文物部门视野外的

壁画的第一手资料收集，并带领

画院的年轻人参与课题组，对画

院 整 体 工 作 也 有 很 大 的 推 动 作

用。

“ 注 重 小 技 法 成 不 了 大 家 。

要注重修养的积累，要关注社会

上和其他画种的成果，不为名利

所 诱 ，厚 积 薄 发 ……”在 北 京 画

院，王明明不仅经常这样告诫画

院的年轻人，还通过制度督促他

们，比如画院采取“签到制”对他

们进行考勤，不仅促使画家观看

画院举办的重要展览，研究作品，

还要求画家参加理论研讨会，或

发言或聆听，不断积累。

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诸迪强

调说，今天的画院要强化创作研

究为核心的职能定位，以高水平、

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同时，还要拓

宽视野，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

时代背景下，画院尤其是省一级

的画院要承担起本地域美术创作

研究中心的重任；在艺术品种更

趋多样化、平台更加广阔的前提

下，要明确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继承、弘扬和创新这一主业；要坚

持画院的公益性，把社会效益放

在首位，这是画院的本职。“从这

个意义上说，文化部艺术司与北

京画院共建齐白石艺术国际研究

中 心 ，就 是 通 过 扶 持 画 院 的 研

究 作为示范，以使中国美术‘走出

去’找到一个突破点，为中国文化

的主流价值观输出到世界打开一

个通道。”他说。

日前，北京画院建院 55 周年之际，由文化部艺术司与北京画院共建的“齐白石艺术国际研究中心”在京成立，同时成立的还有北京画院“传统中国绘

画研究中心”。这不仅显示了北京画院对研究职能的重视，引发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画院职能及如何履行这些职能的思索，更彰显出政府文化主管部

门要求画院注重学术性、研究性以及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导向。

5 月 19 日至 6 月 19 日，中央美术学院将举办为期一个月的首届

“CAFA读书节·触摸典藏”活动，展出该校图书馆与美术馆典藏的海外流

失画册，历届师生绘画手稿，明刊孤本、手抄本、拓本、绘本等。图为中央

美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左）向读者介绍画册。 本报记者 高素娜 摄

◀ 绵 山 彩 塑

被专家认为“可填

补中国雕塑史的空

白”。

▼ 绵 山 碑 林

保存了历代碑刻和

当代书法家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