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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双年展对中国当代艺术有过巨大影响，但现在不是唯一

影响。

引进中青年人才

保证画院发展后劲

杨学晨

近十几年来，中国的美术馆建设突

飞猛进，政府、民间、企业纷纷投资，不

仅立项快、建设快，而且相互影响快，以

至美术馆遍地开花。但是，美术馆的落

成并不等于合格，从建设到合格再到丰

富的馆藏与浓郁的人文氛围，美术馆还

有很长的道路要走。我国的美术馆要

想上升为世界知名美术馆，要想在世界

范围内发出自己的声音、传播中国文

化，也还需要有更深厚的积累和优良的

品质。现阶段，我们的美术馆还有哪些

不足？还需要进行怎样的文化建设？

与世界先进的美术馆相比还存在哪些

差距？日前，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就

上述问题接受了本刊的专访。

美术文化周刊：您经常参与西方美

术馆的交流和协作，他们是如何看待我

们的美术作品和美术馆的？

范迪安：在我国，博物馆主要保存

古代艺术作品，美术馆主要保存近现代

美术作品，因此，我国的美术馆建设承

担着重要的文化责任，具有保存 20世纪

以来不同类型美术作品的功能。

中国社会在近 100多年来经历了沧

桑巨变，可以说，20 世纪的中国优秀文

艺作品都是中国社会变迁和民族发展

的历史见证，尤其是美术作品这种以视

觉方式呈现的历史形象。同样，中国美

术在近 100多年来也经历了中西文化的

碰撞和交流，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冲

击，所以一大批艺术家都是在这样的文

化 情 境 中 建 构 自 己 的 文 化 和 艺 术 特

征。但实际上，在西方学界的眼中，他

们是“看不见”20 世纪的中国美术或东

方艺术的，因为他们认为 20世纪是西方

文化主导的世纪，是现代主义全胜的世

纪，因此在这种文化普世观念的影响

下，他们对西方以外的艺术创造和价值

评价非常有限，他们有一些文化盲点，

也有一些文化误区和惯性思维，从中西

观众对毕加索和齐白石的认识差异，就

可以知道中西文化的逆差。所以，我们

的文化影响力和辐射力还远远不够，还

需要我们把自己的文化建设好，需要美

术馆把更多的具有民族文化气息的作

品传播出去。

美术文化周刊：中国美术馆在这方

面做了哪些努力呢？

范迪安：中国美术馆以前接待的临

时性展览比较多，近几年已经有意识地

减少了这种展览，并不断推出不同主题

的藏品展，有些藏品展还形成了相对比

较长期的固定陈列和专题陈列。事实证

明，这种自主策划的藏品展效果非常好，

比如“搜尽奇峰——中国美术馆藏 20世

纪山水画精品陈列展”“群珍荟萃——全

国十大美术馆藏精品展”和“留学到苏

联”等，平均日参观量达数千人，受到了

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所以我们要让更

多的藏品与公众见面。

美术馆建设一定要把藏品资源和

学 术 智 力 结 合 起 来 ，更 多 地 讲 究 策

划，讲究藏品的展览、展示，使观众既

有 内 容 可 看 ，又 有 情 境 可 感 ，令 展 览

丰富起来。

美术文化周刊：您曾谈到，我国新

建成的美术馆有一些因为不规范而无

法使用，有一些因为没有足够费用而无

法开展各种公共活动、处于闲置状态，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如何

解决？

范迪安：确实有很多新建成的美术

馆不合格。一方面体现在美术馆的建

筑设计上，由于主管单位和设计师对美

术馆的功能要求不清楚，以致设计上出

现了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空间结

构、采光、通风等都存在缺陷。很多美

术馆的展厅设有大量天窗，而天窗的光

线又不便控制，导致阳光直接照射在作

品上，对展品十分不利。也有一些美术

馆的大堂远远多于展厅的空间，还有一

些美术馆的展厅形状、大小都相同，这

就使得布展时的机动性非常差。上述

问题导致美术馆既不利于作品保护、也

不利于服务公众。另一方面体现在美

术馆的定位和功能发挥上，比如部分城

市建设美术馆似乎只是“为了建而建”，

至于美术馆如何才算合格，怎样定位，

应该收藏什么、展示什么并不明确。很

多美术馆只是让公众看到了作品，却没

有配套的公共服务。这说明主管部门

一是投入不足，二是缺乏规范标准，三

是美术馆建成后没有进行合理的规划，

以致无法保障其良性运营和长期发挥

作用。

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各级政

府首先要具备文化意识，要把文化建设

纳入到社会建设的框架中，对文化基础

设施建设和长期效用加大投入，千万不

能以工程意识、业绩意识做“短板”的事

情，而应着眼于文化设施的长效发展。

如果政府建好美术馆后却不给其长期

的固定收藏费用、策展费用和开展各种

公共教育活动的费用，那美术馆就只能

徒有空壳，这样的文化设施就不能发挥

作用，建了也是纯属浪费。

美术文化周刊：与西方的美术馆相

比，我们还存在哪些不足呢？

范迪安：最不足的有两个方面，一

是政府投入总量不足，包括专业投入，

艺术品收藏投入，藏品的研究、保护投

入等；二是对美术馆、博物馆缺少科学

的评估方法，虽然文化部在 2010年出台

了《全国重点美术馆评估标准及办法》，

对美术馆的综合管理、基础设施、建筑

环境、藏品资源、公共教育和文化服务

等各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估，但这个评估

还是较为笼统的，没有细化。比如美术

馆、博物馆是否受公众欢迎，每年的公

众参观数量，社会反应如何等均无硬性

考核指标。西方国家每年在确定对美

术馆的资金投入时，会参看上一年的观

众数量，这一点是值得中国学习的。我

们的美术馆主管部门也应该从公众、媒

体、业界等几个方面形成聚焦，对美术

馆所产生效益来进行评估，由此来决定

对美术馆的资助。同时，美术馆也要积

极与社会互动，吸引社会资金投入，以

谋求更大和更快速的发展。西方美术

馆的社会资助占很重要的部分，包括美

术馆艺术产业的回报也是很重要的财

政来源。我们在这方面不仅缺乏活力，

也很缺乏经验，两方面都不够。

从历史上看，西方的博物馆、美术

馆经历了一个很漫长的现代历程，有

200 多年的历史，如卢浮宫今年已经 220

岁了。中国的博物馆、美术馆发展很快，

迅速实现了西方美术馆和博物馆的通行

做法，并在短时间内吸收了他们的经验

和优长。但我们的发展时间毕竟很短，

与国际著名艺术博物馆的专业水平相

比，我们在经营管理方面还缺乏一条充

满内在活力的方式方法，包括机制，这是

比较大的问题，管理模式还有待定型，有

待政策进一步扶持。同时，美术馆从业

人员的队伍素质也不够高，能力不够强，

内部各环节的协调常常出现间隙，这也

是需要我们改进和加强的。

远寺夕照图
吴庆云（约 1845－1916），字石仙，以字行，晚号泼墨道人，江苏上元

（今南京）人，流寓上海，卖画为生，为晚清受西画影响较为明显的海上山

水画家。吴氏是否去过日本，现未能找到充分的证据，但“雄厚”“幽奇”的

山水面貌，烟雨朦胧的空间效果，在全景式构图基础上大量施以墨晕渲染

的处理手法，都显示出与日本“朦胧体”绘画有异曲同工之处。他的作品景

象繁复而真实，又能以水彩般的透明展现烟云明晦之景，当然也受到较早

接触西洋画风的广东人士的爱好。

此幅《远寺夕照图》取法两宋时期的全景式构图，“三远”兼具，大气厚

重，山石皴擦以牛毛与披麻两种皴法为主，并辅以淡墨多次渲染，既不失笔

线之骨力，又显草木华滋、山石墨韵。主体山势崔嵬直上，呈高远之态；左

侧树石间安置屋舍楼阁，虽空间挤迫，却布景妥帖，有幽深之趣；右侧山谷

以平远之势推进，形成近、中、远三段景致：近景两人坐于舟上回望，将视

线导向二人渡桥的中景，老者持杖，童子抱琴，有意思的是，童子也回首顾

盼，大有依依不舍之意；逆水流而上，则是落日余晖的灿然景象，远寺古

塔，钟声回响，群鸦盘旋，极好地渲染出日暮时分的肃然与悠远。画面署款

“癸卯”，创作于 1903年，尚保留较强的传统笔墨形态，当为吴氏向“烟雨云

山”典型风格过渡时期的佳作。 （邓 锋）

北方九月
晁楣，1931 年生于山东菏泽，是中国近代高产的版画家。1958 年初，

晁楣转业到黑龙江，并开始了表现北大荒的版画创作。他的一幅幅版画

如同一部北大荒的发展史诗，他也被业界称为“北大荒版画开创者”。

《北方九月》描绘的是金秋时节，经过开垦后的北大荒的丰收情景。

画面构图开阔，浓重的鲜红色铺天盖地，刀法遒劲豪放，肌理概括硬朗，以

沉稳端庄、雄浑刚健之美书写一首对自然、对劳动者的赞美诗，同时也让

观者看到画家对这片留着他汗水的土地的深情。晁楣通过描绘劳动者被

红高粱遮蔽的场景，真切地展示了那方黑土的广袤与富饶、劳动者的辛劳

与伟岸。此图为画家早期“写实”风格的代表作，但又蕴含着浪漫主义情

怀和英雄情结。

“劳动创造美”是北大荒版画最普遍的主题。新中国成立之初，北疆

垦荒者的生活条件非常艰难，在物质极度匮乏、自然环境极恶劣的年代，

一批批建设者来这里开疆拓土。以晁楣、张作良、张祯麒、杜洪年等为代

表的北大荒版画前辈，也受其感召，在疲惫劳作之余用手中的刻刀来抒写

垦荒者的生活、命运与心声。画家们将其高尚的理想和浪漫的情怀融汇

其中，大胆创新，开掘出以大面积、多版次套印为特征，以色彩为重要造型

手段的全新章法，成功引领北大荒版画自成体系。 （许 悦）

近日，由国家大剧院举办的“名家

足迹”系列艺术展之“捕捉瞬间——叶

浅予、陈丹青表演艺术速写展”拉开帷

幕。展览从叶浅予、陈丹青近千幅表演

艺术速写原作中，精心遴选了 200 幅进

行首次集中呈现。“名家足迹”系列艺术

展是国家大剧院的视觉艺术类展览品

牌，其基本理念为名家、专题、交流、融

合，“捕捉瞬间”即是在这一思路和理念

下产生的。

什 么 是 速 写 ？ 它 与 素 描 有 何 异

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孙景波曾在《中

央美术学院素描大展》序言中写道：“是

神理自在于造物的迹化，是灵感自觉于

物象的肯綮；是性情自然于形态的流露，

是个性自得于笔法的披示；是观念转化

为造型时最本质的语言方式，是创作欲

初炽时最急切、最直接的选择。”素描的

本质便在这段生动的文字中淋漓尽致地

呈现开来。速写属于素描的一个分支，

它同样具备素描的基本属性，同时，因其

在创作方式、技法方面的特殊性，应被放

到更加深入的层面去解读。

速写起初是搜集素材的方式，后来

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创作形式。速写

描绘的对象经常是运动中的人或物，需

要通过艺术家的眼睛、手和记忆力，将

客观物象的瞬时姿态记录在纸上。速

写的对象有千千万，舞蹈、戏剧、音乐等

表演艺术是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艺术

形式，也是画家们所喜爱和关注的，因

此也常常成为他们的速写对象。叶浅

予和陈丹青正是个中之代表。

叶浅予先生的速写，已被公认为这

个时代的经典和艺术教科书。那无比

生动的手迹、鲜活灵动的仿佛跃然于纸

上的形象使观者为之激动不已。叶老

还是个戏剧和舞蹈的爱好者，舞蹈人物

的速写占据了他很多的绘画时光。他

每次看戏，常常速写本不离身，随时随

地、随心所欲地以形写神，长此以往，积

累了大量表演艺术速写作品，洋洋洒

洒，蔚为大观。他以此创作的大量舞蹈

题材国画，独具神韵，享誉画坛。

陈丹青先生爱速写，亦爱表演艺

术。他辗转国内外，欣赏过多种表演艺

术形式，歌剧、舞蹈、戏曲、音乐会……

在观看之余，他亦操笔点刷，潇洒自如

地 将 落 入 眼 帘 的 形 象 化 为 笔 底 的 图

像。陈丹青的速写还有很多是在电视

机前完成的，这完全不同于现场，那些

稍纵即逝却又摄人心魄的瞬间在他笔

下凝结，绽放出生命内在的光彩。我曾

亲眼目睹陈丹青先生于国家大剧院速

写歌剧《弄臣》：昏暗的环境中，陈先生

一手执手电筒，另一只手在速写本上迅

速游移，只见他笔走龙蛇，刷刷点点，只

一会儿工夫，便已成就十余张。我在旁

边越看越瞠目结舌，已全然顾不得台上

的演出，只沉浸在陈丹青先生带来的精

彩“演出”里了，那一番惊心动魄之感至

今记忆犹新。

“叶浅予、陈丹青表演艺术速写展”

不仅取材“表演艺术”，更加以“捕捉瞬

间”之名，将速写与表演紧紧联系起来，

这也正是立足于大剧院机构及文化艺

术氛围而呈现出来的特殊形态。在展

览期间，我们还将邀请陈丹青先生作题

为“绘画与音乐”的主题讲座，并组织陈

丹青等艺术家进入大剧院后台与剧场

现场速写，为他们提供现场考察、学术

讨论和速写实践的平台。由此，“速写”

“表演艺术”“实践”“绘画与音乐的对

话”等元素，构成了“捕捉瞬间”展的独

特话语。

在数码影像设备大行其道的今天，

作为造型能力训练方法的速写首当其

冲地受到了不小的冲击。然而，速写

作 为 基 本 修 养 ，是 成 就 画 家“ 驰 骋 想

象、穷极造化”的终生修炼，不应被忽

视和摒弃！在“捕捉瞬间——叶浅予、

陈丹青表演艺术速写展”中，在那些好

似有生命的线条中，不仅有光、有色、

有形体、有空间，更有旋律、有节奏、有

音韵，表演艺术与绘画艺术的精妙结

合，将会随着时空的变幻而历久弥新。

（作者系“捕捉瞬间——叶浅予、陈

丹青表演艺术速写展”助理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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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九月（版画） 58× 98厘米 1972年 晁楣 黑龙江省美术馆藏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① 叶浅予戏曲速写（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② 叶浅予蒙古舞速写（中国国家画院藏）

③ 叶浅予蒙古舞速写（中国国家画院藏）

④ 陈丹青芭蕾速写

⑤ 陈丹青戏曲速写

⑥ 陈丹青现代舞速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