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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树

王增丰：神工塑快乐
刘忠德

沂蒙画派国画作品展开幕

流动儿童艺术作品走进今日美术馆

不仅“走出去”，还要能“对上话”
——以“水墨之变——吴冠中作品回顾展”在美国展出为例

亦 言

本报讯 近日，由山东省委

宣传部、山东省文联、日照市人民

政府主办的“莒文化·沂蒙魂·颂

齐鲁”沂蒙画派国画作品展在山

东省美术馆开幕，共展出沂蒙画

派研究院 50 余位画家的百余幅

作品。

本次展览既是沂蒙画派艺术

家们创作水平的集中展示，也是

莒县深入实施“文化树县”战略的

生动缩影。展出的作品多以沂蒙

地区的山川风物、农家日常生活

景物和革命战争故事为题材，构

图和谐清新，画面温馨宁静，乡情

浓郁，极具艺术感染力。展现了

农村和谐静谧、恬淡安详的生活

场景，热情讴歌了改革开放取得

的丰硕成果和新农村建设带来的

巨大变化，生动地展现了革命老

区人民爱党爱军、艰苦创业、无私

奉献、开拓进取的沂蒙精神，给人

以强烈的视觉冲击。 （美 周）

王增丰行伍出身，宝贵的青

春岁月都无私奉献给了国防建

设。在部队时他几乎将所有的业

余时间都用于根雕艺术，以军人

的执着和顽强，几十年来从不停

歇。王增丰的作品、藏品颇具规

模，其艺术风格在全国根雕艺术

队伍中很有特色。

转业后，王增丰又将全部身

心投入到抢救我国濒临失传的传

统工艺项目——漫塑，他以军人

的胸怀和艺术家的社会责任，站

在民族文化艺术振兴的高度，义

无返顾地自费成立了艺术研究

院，并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

友。近 10 年来，王增丰在挖掘、

整理、传承漫塑的过程中，付出了

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努

力，研究并创作了近千件具有独

特风格的艺术作品，撰写学术论

文 10 多篇，且获得多项国家级、

省市级奖项。2006 年，王增丰被

授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优秀专家荣誉。

漫塑是雕塑艺术的分支，又

叫漫画雕塑，它虽历史久远，却是

现代人较为陌生的艺术。它运用

夸张、变化、寓意、比喻等艺术手

法，将社会重大事件、现象、人物

等雕塑成具有思想内涵、评判性，

幽默、诙谐、富有生活趣味的艺术

形象。王增丰漫塑艺术的最大特

点是作品能传达给人们以快乐，

他的作品充满了人情味、和谐和

宽容，把他对生活的体察、对人和

事的情感以及对社会与人生的积

极态度表达了出来。

他说，“ 当今世界最

需要快乐和祥和”，因此

他的作品无血腥、暴力和

低俗无聊的题材，而带给

受众一种健康向上的力

量，一种快乐宽容的人生

态度。同时，他的作品还

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令

人在开心一笑之余，有思

考、有反省、有回味。这

是精品艺术带给社会和

人民的又一功能。再次，

文化创意是他作品的又

一鲜明特点，他的每件作

品从题材、造型、色彩以至

命名，都非常讲究意蕴和

境界的升华，希望将观众

带进一种浓郁的民族文化

氛围之中，重温国学之精

髓，分享传统之美。

本报讯 （记者朱永安）水彩

画、泥塑、版画、书法、漫画……今

日美术馆展厅内的各类作品稚嫩

而富于想象，5月19日，“我们的成

长周记——流动儿童艺术作品展”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与观众见面。

作为今日美术馆与摩根大通集团

合作的“流动儿童艺术教育项目”，

此次展览汇集了3年以来北京3所

新公民学校的学生参与“流动儿童

艺术教育项目”的习作180余件。

“ 流 动 儿 童 艺 术 教 育 项 目”

旨在以艺术教育的形式推动特殊

人群融入城市，于 2009 年启动，至

2012 年春季已开展至第三学年第

五、六学期。据介绍，该项目教学

内容分为培养审美情趣、训练美

术技巧、体会民族艺术以及户外

写生等活动，过去 3 年中，直接参

与项目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达 80

余人，420 余名打工子弟直接通过

参与活动受益。

“ 在中国，吴 冠 中 是 一 个 家

喻 户 晓 的 人 物 。 他 对 中 国 传 统

水墨画进行革新创作的实验性、

有时又 显 抽 象 的 作 品 堪 称 中 国

的 国 宝 。 他 在 全 球 各 大 拍 卖 行

同 样 大 名 鼎 鼎 ，其 在 1973 年 至

1974 年间创作的《长江万里图》在

去年 11 月拍出了逾 2350 万美元的

高价……”不久前，美国的《华尔街

日报》对正在美国纽约的亚洲协

会美术馆展出的“水墨之变——

吴冠中作品回顾展”进行了上述

报道。《纽约时报》甚至用了大半

个版的篇幅配图刊登了专题文章

《中国介入国际艺术》，文章写道：

“中国推进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仅

仅来自经济的实力，现在已经转

向博物馆，通过这种推动使更多

的中国艺术得以在美国展出。”

这个被美国当地 40 多家媒体

报道的展览，汇集了吴冠中先生从

上世纪70年代到2004年创作的54

幅水墨代表作品，其中上海美术馆

典藏的吴冠中代表作 39 件。这是

吴冠中水墨作品首次成规模地亮

相美国。作为 2012 年中美文化交

流的一项重要展览，该展还是中美

双方共同策展的项目，上海美术馆

与美国亚洲协会美术馆 5 年磨合、

首度携手，通过鲜明的中国文化立

场与态度，站在当前全球文化转型

的历史节点上，反映了中西方美术

馆新型的合作关系。它的实践也在

一定程度上对于中国美术拿什么

“走出去”，如何“走出去”，如何“对

上话”等问题作出了回答。

“走出去”

选择吴冠中先生的水墨作品

“走出去”，是因为他的艺术呈现

相对容易让西方观众感觉“熟悉

亲切”。此次展览的中方策展人、

上海美术馆研究员卢缓说：“东西

方 文 化 互 动 交 融 堪 称 世 界 性 话

题，西方人一样深感兴趣。此外，

以 往 美 国 观 众 对 中 国 艺 术 的 了

解，要么是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等 处 看 中 国 古 代 艺 术 ，要 么 在

SOHO 或是画廊看以‘波普’为主

的中国当代作品，而对中国近现

代艺术少有机会接触。”

吴冠中艺术是讲述 20 世纪中

国艺术家创造“中西融合”时代命

题的一个缩影，也是 20 世纪中国

艺术发展历程中一位无法回避的

标志性人物。在 20 世纪中国绘画

面临文化冲突、价值多元、形式剧

变等大环境中，吴冠中以林风眠、

潘天寿、刘海粟等前辈为师，致力

于中西融合的艺术道路，成就了

当代中国绘画跨越传统程式、融

汇中西样式的新方向。尤其是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吴冠中的艺术观

点与理论影响了中国绘画的发展

进程，他为“形式美”和“抽象美”进

行的辩护，以及提出的“风筝不断

线”“笔墨等于零”的观点，激励了

中国当代艺术创作者们的探索精

神，对今天中国艺术在国际舞台上

的繁荣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次展览另一鲜明的特点，

是其由上海美术馆和美国亚洲协

会美术馆共同研究、共同策划、共

同出资和共同呈现。卢缓与美方

策展人、美国亚洲协会全球副总

裁 、纽 约 亚 洲 协 会 美 术 馆 馆 长

Melissa Chiu，从主题思想、文化命

题到展示方式、项目实施进行了

长达 5 年的精心策划与实施。在

2010 年以 91 岁高龄去世之前，吴

冠中本人也参与了展览的策划。

这种双方共同策展的方式体现了

东西方文化共享与交互的思路，

也直接切入了当前全球化格局下

文化的核心命题与方法。而在展

览推出后，法新社撰文称，“长期

以来，美国的美术馆以向其他美

术馆借出展品的方式，自行策划、

创办美术展。现在中国的美术馆

都希望能以平等的身份与各美术

馆合作。此次合作就是一种真正

的合作伙伴的关系。”

在西方人的观点中，20世纪是

西方的艺术，同时也是现代性的艺

术。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说：

“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今天，当

西方学者在探讨现代性的时候，他

们也应该探讨中国的现代性。”

“对上话”

说起这个从 2008 年就开始筹

备的画展，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李

磊强调：“去海外办展，不能简单展

示，一定要设法让外国人看懂。中

国画里的石头，不为把石头画得

像，而求神似，求它的象征意义；梅

兰竹菊在中国画中被相提并论，可

它们并非同一季节的植物，而因为

有品格上的相类……这些道理，要

跟外国人讲通，可得花一番工夫。

回想西方现当代艺术刚来中国办

展那会儿，我们也是看得一头雾

水，比如一块白布怎么也是一件艺

术品？觉得在开玩笑……”

眼下，轮到我们帮西方观众

“看懂”中国艺术了，为此上海美术

馆颇费心思。“尽管将中国画‘现代

化’了的吴冠中作品，于外国人而

言会有一些熟悉和亲近之感，但文

化差异毕竟更多，这就要解释。”

为此，主办方特地为吴冠中

的现代水墨作品一一配了宋元明

清的传统水墨画，附上文字导读，

将两者的观念、技法等作对比说

明。“ 对 中 国 画 还 陌 生 的 美 国 观

众，单看一幅作品会发懵，但当他

们了解到中国画的传承关系，得

知某幅作品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上

处在怎样一个节点、拥有怎样的

特 殊 价 值，就 容 易 理 解 和 认 同。

比如我们在吴先生的《狮子林》旁

边配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

是要呈现构图的差异，告诉观众

吴冠中如何改变了中国画家观察

和 表 现 自 然 的 传 统 方 式，《狮 子

林》里呈现的方式来自西方油画，

如点对点的透视……另外展览开

幕之前，我们还特意培训了近 20

位当地艺术爱好者做志愿者，将

这些内容通过他们传达给美国观

众，效果非常好。”

《华尔街日报》刊文中对于作

品的解读表达了“同感”：“从 1990

年开始，吴冠中先生的笔触变得

宽松，作品更为抽象，宛如肌腱的

纹理。与杰克逊·波洛克的作品

《Wisteria 薰衣草之雾》竟有异曲同

工之妙，犹如盘旋于奇异的森林

之中，倍有激情澎湃之感。”

不断线

“不能不承认，在国际文化交

流中我们还常常处于被动地位，

是被选择的，很多外国人只是凭

着他们瞧新鲜、看热闹的意图，挑

了些东西出去。办展览，也通常

是对方构思，我们配合。”在李磊

看来，有质量有层次的文化交流，

应当能够提升别国对本国文化的

尊重。“一是你得有独特性，二是

你探索的问题别人也在关注，而

你有自己的答案。”

当然，提高国际文化交流的

质量和层次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

程，但首先国人不能满足于“走出

去”，而要有“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和

“跟人家对上话”的追求。据了解，

在本次展览开幕前，上海市文化广

播影视管理局艺术总监滕俊杰和上

海美术馆执行馆长李磊还向美国

40 余家媒体专题介绍了中华艺术

宫（上海美术馆）和上海当代艺术中

心的建设及开馆展览的情况。

本次展览在纽约展出至 8 月 5

日后，10 月将移师休斯顿展出 5 个

月。李磊透露，上海美术馆已与巴

黎奥赛博物馆、纽约惠特尼美国艺

术博物馆、墨尔本维多利亚国家美

术馆等多家艺术机构达成合作意

向，将在未来5至10年间探索长效

合作的新机制。愿这样“走出去”

的展览交流获得更多更新的成果。

一 边 是 颇 具 规 模 和 气 势 的

《帝释梵天图》，一边是师生们正

在脚手架上现场绘制《十方佛》和

《文殊问疾》，这样的比照展出使

观众在现场获得了更多关于壁画

创作的直观感受。壁画作品真正

搬到了美术馆的展厅中。5 月 18

日至 6 月 17 日，由中央美术学院、

大同市政府共同主办的“传承：中

国大同善化寺壁画重光”在中央

美院美术馆展出。与常规壁画绘

制在墙面上不同，本次展出的大

幅壁画是为山西大同善化寺大雄

宝殿“补壁”而作，它们均绘制在

经由特殊处理的亚麻布上，分多

层版块拼贴绘制，接缝处误差不

超 3 毫米。除此之外，展品中还包

括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传统壁

画解析与训练”的课程作业，壁画

系教授孙景波临摹的敦煌壁画、

复制的湾漳墓室壁画，以及为大

同华严寺、灵岩寺、善化寺绘制的

整铺壁画线描全景稿和手绘线描

稿等。

《帝释梵天礼佛图》是本次展

览的重要作品，所绘内容是十大

明王及以 20 位天主护法为首的礼

佛行列，以上下两列布局安排诸

天神及随众，人物包括大力明王

释迦牟尼佛、大轮明王弥勒菩萨

等。该图由中央美院壁画系教授

孙景波与王颖生共同主笔，他们

带领近 30 位研究生和本科生，历

时 4 个月，在校内绘制完成，整幅

壁画高 5.08 米、长 39.8 米。“我们

在绘制过程中，严格地沿用了中

国古典壁画的‘营造法式’，全部

采用矿物质颜料和中国画颜料，

并调和媒剂选配，探索沥粉、贴金

等工艺，使壁画的整体设色富丽

而不失典雅。整体造型博采了敦

煌、永乐宫、毗卢寺、法海寺等历

代杰出壁画的经典造型。”孙景波

说，此次展览体现了中国传统壁

画的最新研究成果，作品中的艺

术性、学术性、创新性通过在绘制

环节中将传统技术现代化，提供

了文物保护与修复的新思路，并

呈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新

方法。

据了解，中央美院壁画系关

于大同的壁画修复工作始于 2009

年，当时，由孙景波、王颖生担纲

的《关于中国传统壁画保护、修

复、绘制理法教学研究的课题》获

得了教育部、财政部重大科研课

题 的 立 项 支 持 。 同 年 恰 逢 山 西

大同市“ 重振文化名城”的战略

转型，大同市政府根据典籍记载

中的图纸，重修复建完成了华严

寺的普光明殿、灵岩寺的山塘水

榭，开启了新修大殿近 2000 平方

米壁画的再造工程。由此，也才

有了上述课题“ 真正意义”上的

实践机会。

“这次实践的价值在于它的

文化意义。我国历史上魏、晋画

家陆探微、顾恺之，唐宋巨匠吴道

子、李公麟等都曾在宫殿、庙堂绘

制过大量壁画。虽经历代战乱，

多被毁灭，但遗风流韵仍承传于

民间至宋元未衰。明清以后，中

国传统重彩壁画的绘制技法逐渐

式微，并在上世纪几近寂灭。”孙

景波说，壁画艺术的兴衰，依托着

国运和民族文明的兴衰，国家昌

盛则壁画复兴繁荣。近 10 年来，

我国壁画渐渐走出了低谷，进入

了公共艺术大美术的领域，壁画

设计也突破了原有的“平面性”和

单纯的“装饰性”，并随着科技的

发展，探索、更新了许多表现形式

和材料，拥有很大突破。

此次大同三大寺壁画再造工

程历时 3 年，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

先后有 150 余名学生参与，总绘面

积达 3000 多平方米，充分体现了

我国当代壁画家对中国壁画传统

的发掘与再造成果，实现了对古

代壁画宏大辉煌气象的接续。同

时，也为中国壁画事业培养了一

支理法兼备、高水平的研究和绘

制的专业队伍，是对中国壁画传

统的继绝重光。“改革开放 30 多年

来，中国壁画虽呈现出前所未有

的繁荣景象，但真正具有‘历史高

度’和‘划时代意义’的壁画还在

人们的期盼中。它的实现，还有

待于全民审美素质的普遍提高。”

孙景波说，创作有鲜明时代精神、

民族艺术特色的壁画，是当代中

国壁画家的历史使命。

对中国壁画传统的发掘与再造
——孙景波谈大同善化寺壁画重建

本报记者 高素娜

本报讯 （驻浙江记者苏唯谦）

日前，蔡国强个展“春”在浙江美

术馆举办。走进展厅，只见融行

为、装置和火药画为一体的《西

湖》巨作在烟雨朦胧中，铺天盖

地、“春”色无边。两层丝绸中的

一层呈环形沿着展厅的墙面展

开，以薄纱笼罩，形成 360 度的西

湖全景，另外一层则平铺于地面，

犹如水中倒影，营造出了一个立

体的西湖。

此次共展出了蔡国强 23 件

作 品 ，他 选 择 了 西 湖 和 钱 江 潮

作 为 创 作 对 象 ，作 画 的 材 质 是

火 药 和 杭 州 特产丝绸。蔡国强

将展览称为“精神的返乡之旅”，

他把自己对中国山水意境和文

人情怀的喜爱和理解融进创意

和创作中，令展览呈现出了多层

次的意蕴。

展厅里还陈列了蔡国强多年

火药画创作的草图和影像作品，

是其丰富多彩火药表现手法的一

次集中展示。展期至 6 月 3 日。

蔡国强个展“春”光扑面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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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水墨设色）上海美术馆藏 1986 年 吴冠中

壁画系学生正在展览现场绘制壁画 本报记者 高素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