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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帆

11 月 3 日，“品——张帆于 2013”展览在北京今日美

术馆开幕，展出张帆 2011 年至 2013 年创作的“水卷”“采

薇”“自叙帖”三个系列近 30件作品。张帆善于用油画表

达具有中国韵味的主题。“看一张画就像品一杯清茶，要

放慢速度，放松自己。在观看的过程中品出作品的味

道，慢慢就会看到张帆在线条中体现的中国意境。”策展

人吴洪亮说。 （林 木）

本报讯 日前，“2012—2013 年

度百人会英才奖（艺术）”颁奖典礼

在京举行，来自中央美术学院、中国

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和广

州美术学院等 15 所中国高等艺术院

校的 15 位硕博士研究生荣获该奖

项。百人会英才奖（艺术）于 2010 年

以周昌新艺术基金名义发起设立，

主要用于鼓励高等艺术院校品学兼

优和勇于创新的学生。该奖已成功

举办三届。

（廖智敏）

百人会英才奖（艺术）颁奖典礼举行

本报讯（记者 高素娜）10 月 27

日，“中央美术学院瓦尔达影像奖”

颁奖典礼在该院美术馆举行。本届

“影 像 奖 ”特 别 关 注 奖 由 乌 尔 善 获

得；最受欢迎奖作品为《什么孩子》；

一二三等奖作品分别为《游泳池》、

《什 么 孩 子》、《它 的 故 事》及《荒

漠》。阿涅斯·瓦尔达是法国电影新

浪潮创始人之一，其艺术创作也涉

足多媒体装置等诸多领域。“中央美

术学院瓦尔达影像奖”旨在提倡影

像创作的实验性、艺术性和包容性，

鼓励跨界、实验影像和女性影像创

作。

中央美术学院瓦尔达影像奖揭晓

本报讯（记者 高素娜）日前，“白

石知音——黄琪翔、郭秀仪夫妇收藏

作品展”与“励壮丹青——李苦禅、李

燕父子书画精品展”在全国政协礼堂

开幕，百余幅作品涵盖了齐白石、李苦

禅不同时期多种风格的经典之作，可

谓 齐 白 石、李 苦 禅 师 徒 的“同 台 竞

艺”。齐白石作品包括《荷花鸳鸯》和

款识为“白石老人自存自稿”的《松鹰

图》等。鹰、荷花、兰草等是李苦禅创

作的经典题材，其中，苦禅老人晚期的

作品《远瞻山河壮》尤为精彩。

齐白石李苦禅师徒作品一同展出

“捡漏”毕加索？
冯智军

一周观察 11 月 5 日，万达集团在纽约佳

士得以 2816.5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1.72 亿元）拍得毕加索作品《两个小

孩》。此事迅速成为本周艺术界广

泛讨论的话题。

近年来，毕加索的作品屡屡刷

新世界艺术品拍卖及交易价格的记

录 。 2004 年 5 月 ，纽 约 苏 富 比 以

1.042 亿美元拍出《拿烟斗的男孩》；

2010 年 5 月，伦敦佳士得以 1.064 亿

美元拍出《裸体、绿叶和半身像》；今

年 3 月，美国藏家史蒂文·科恩更是

以 1.55亿美元买下了《梦》。

此次拍卖的《两个小孩》估价是

900 万至 1200 万美元，万达集团艺

术品收藏负责人郭庆祥介绍，万达

集团在拍卖前确认这件作品是毕加

索风格成熟和创作巅峰期的精品，

其艺术价值不亚于毕加索早年作品

《拿烟斗的男孩》，称“无论价格多高

都要竞得”“心理价位是 5000 万美

元”。有人评论说“这是当前世界经

济形势下的一次捡漏”。

在“捡漏”说法的同时，也有不同

的声音。批评家朱其在微博上评论：

“万达集团购买的毕加索作品根本不是

什么代表作，一幅小品而已，十分之一

价格就能买了。又是一起土豪买艺

术的‘猪头’记录！”这幅作品究竟是

“捡漏”，还是“买贵”了，是按毕加索的

拍卖纪录比较，还是依其作品的具体

价值判定，看来还真是有待考证。

除围绕作品及其价格之外，整

体 看 ，这 些 质 疑 确 有 值 得 警 醒 之

处。在中国艺术品市场日益火热，

国际艺术品交易所占据的份额不断

提升的趋势下，中国藏家似乎也开始

成为“世界买家”，整个市场是否会出

现“艺术品泡沫”？上世纪末，日本的

企业与富商兴起过一股在国际市场

上抢拍艺术品的风潮。特别是 1987

年，日本安田水上火灾保险公司所拍

得的梵高《向日葵》，创下了当时梵高

作品拍卖的世界纪录，成为日本投资

艺术品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只是 10

年后，这幅作品被认定为赝品。据统

计，仅在1987年到1990年间，日本人就

购买了100多亿美元的各种艺术品，一

度占据世界艺术品市场 30%的份额。

但在泡沫经济来临的情况下，媒体报道

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日本人的

艺术品投资净亏了 60%以上”。

对此，华辰拍卖总经理甘学军

在微博上做了一番解释，在他看来，

中国的情况与日本不同。中国的传

统和当代艺术极其丰富，不可能出

现像日本那样的疯狂进口西洋艺术

的局面，中国现行的艺术品进出口

管理政策和制度也制约着西方艺术

品的大量进入。

万达集团此次收藏虽说只是个

案，但因为毕加索近年来在艺术品

市场的盛名，以及万达集团艺术品

收藏在业界的影响，还是引起了许

多人的担忧和思考。收藏西方艺术

品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所以还

是需多研究其作品价值，及自我收

藏体系、学术体系的建立，轻易追

风，轻信所谓“权威人士”的说辞，把

投机当成投资终究是要吃亏的。

还有一件趣事我至今难忘。我

上大学二年级时的一个寒假，在故乡

年集上收集了一批很有特色的民间

纸马，只印了一个黑色版，剩下的全

是手绘，大红大绿、大黄大紫，对比强

烈，粗放的不得了，很有野兽派的趣

味。我挂在教室的课桌旁，被张仃院

长发现了，他非常喜欢，便通过系秘

书袁运甫先生拿出自己收藏的苏州

等地的民间年画来交换。很长时间

都挂在他的客厅中，与黄宾虹、齐白

石等大家的画作挂在一起。这件事

对我鼓励很大，让我在装饰风格的道

路上越走越坚定。

美术文化周刊：您被誉为“现代漆

画艺术的开创者”，中国传统漆艺向现

代漆画的转型过程中最难的是什么？

乔十光：从 传 统 漆 器 到 现 代 漆

画，并不是自发的继承，而是由画家、

设计师在漆艺匠师的帮助下自觉开

发的结果。这些画家和设计师具有

较高的绘画能力和艺术修养，不但能

够创造性地运用传统技法，更为重要

的是他们所带来的对审美观念的转

变和对漆画题材的拓展。传统漆艺

要想走进当代人的生活，就必须具有

当代性，适应当代人的审美，要在艺

术风格上出新，而在材料上要恪守传

统，坚持运用天然漆，也就是大漆。

近些年来，漆画有了很大发展，

队伍壮大了，作品多了，水平也提高

了，但最大的问题是，很多人偏离了

天然漆为主导的轨道，提倡用“代用

品”，使用聚氨酯合成漆，甚至使漆画

走向综合材料。不是说综合材料不

好，漆画队伍中出现一些使用综合材

料的画家是好事，但是如果大家都去

搞综合材料，漆画就会受到威胁。对

于漆画来说，合成漆只是大漆的补

充，如果动摇大漆在漆画中的主导地

位，漆画画种就有消亡的危险。

美术文化周刊：作为艺术品，漆画

具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乔十光：漆画的劣势是制作周期

长，成本高、材料贵，容易使制作者皮

肤过敏，得皮炎。同时，它还具有地

域性局限。从国内看，主要集中于几

大漆器产区，从国际看，局限于具有

漆艺传统的亚洲国家，这种区域局限

性，制约了漆画的发展。漆画的优势

是耐久，保存时间长，表现力丰富，风

格多样，如写实、装饰、抽象等各种风

格都可以表现，各种手段都可以运

用。同时，漆画的视觉效果很好，它

的材料也可谓多种多样，包括金、银、

贝等贵重材料，都是美材，可以说雅

俗共赏，非常养眼。

美术文化周刊：目前国内的漆画

创作、展览和人才处于怎样一种状态？

乔十光：就漆画而言，它必须接

受漆和画两个方面的制约，只见漆不

见画不是好漆画，只见画不见漆也不

是好漆画，这是漆画难的方面。所以

几十年来，虽然漆画有了很大发展，

但仍是小画种，作者少、作品少，与之

相关的展览活动更少。而对漆艺相

关知识的欠缺，也阻碍了评论家们对

漆画的广泛介入。

漆画的创作人才需要具备漆艺

和绘画的双重素质，很难培养。漆画

虽然和工艺、手工艺有关，和民间艺

术有关，但它却属于绘画，它有着和

一切绘画形式相同的特征，如素描、

色彩、图案、设计、雕塑这些基础技

法，也是学习漆画的基础，所以漆画

专业更应该设立在专业美术院校的

绘画系。

美术文化周刊：您刚刚向清华大

学捐赠了 500万元设立“乔十光漆画艺

术创新奖励基金”，能否谈谈设立该项

基金的初衷？

乔十光：这项基金是面向全国大

学生的。一件漆画作品的制作工序

十分繁杂，从制胎骨、褙布、刮灰、涂

漆到研磨等有二十几道工序，装饰阶

段则更为复杂，要依照不同技法有步

骤的进行，最后还要推光。所以完成

一件作品往往要用上一两个月的时

间，就像创作一个工程一样，是非常

艰难的事情。所以，我希望能有更多

的年轻人加入到漆画创作中来，为我

国的漆画发展探索创新。

邓伟镜头中的美术家
11月 3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举行“人性的光辉——邓伟教授追思会”，缅怀这位杰出的摄影家和教育家。邓伟 1954年 4

月生于北京。青少年时期，他师从画家李可染、美学家朱光潜。1978 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1982 年毕业留校任教。

2008年调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20世纪 80年代，邓伟拍摄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名人肖像摄影集《中国文化人影录》，记录了“文

革”后中国文化名人的精神面貌，同时也填补了中国名人肖像摄影学科的空白。

关山月（摄影） 邓伟 蒋兆和 （摄影） 邓伟

本报讯（记者梁毅）10 月 28 日，

“美丽中国，魅力浙江，让心灵去旅

行——中国书画创作展”在北京中

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展览

由中国网络电视台央视国际画院主

办。此次展出的 180 多幅书画作品，

古 风 今 体 并 重 ，题 材 涵 盖 山 水、人

物、花鸟等。参展作品除陆俨少、吴

冠中等名家之作外，也有各大艺术

院校的教授，中青年实力派书画家，

在校研究生。参展作品显示出作者

对 中 华 文 化 优 秀 传 统 的 理 解 和 吸

收，以及对当今社会现实的思考和

感悟。

“美丽中国”书画创作展亮相军博

本报讯 11 月 2 日，白银市文化

产业发展推介会暨“美丽中国·魅力

白银”书画摄影展在北京全国政协

礼堂开幕。该次展览由白银市委、

白银市政府主办，由中国书法家协

会、中国美术家协会协办，共展出来

自 全 国 的 数 百 名 书 画 摄 影 名 家 的

160 余幅作品。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美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吴长江

在推介会上肯定了白银市对文化艺

术发展的重视，并希望艺术家们多

去甘肃这片热土汲取营养，创造出

真正的艺术精品。

（黄 茜）

“魅力白银”书画摄影展举办

本报讯 作为第十五届中国上

海国际艺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10

月 22 日 至 11 月 20 日 ，“ 亦 师 亦

友”——海上油画家联展在上海壹号

美术馆举办。上海是中国油画艺术

重要发祥地，“亦师亦友”的创作群

体多是上世纪中叶出生的上海油画

家，孔柏基的《我的童年》、徐文华的

《谁能忍受被人遗忘》、蒋昌一的《雕

塑家张充仁与巴金》、赖礼庠的《平台

上的花卉》等展现了开放多元、兼容

并蓄的海派油画精神。 （黄 青）

上海油画家联展“亦师亦友”

本报讯 11 月 5 日，由中国老年

书画研究会主办，韩国、日本书艺协

会 以 及 中 艺 卿 云 书 画 院 、神 州 博

古 书 画 院 协 办 的 第 43 届“ 中 韩 日

书 画 精 品 交 流 联 展 ”在 北 京 国 粹

苑 举 行 。 此 次 展 览 共 展 出 书 画 作

品 302 幅 ，其 中 韩 方 59 幅 ，日 方 14

幅，中方 229 幅。中国老年书画研

究 会 长 苏 士 澍 表 示 ，中 、韩 、日 书

画 艺 术 家 欢 聚 北 京 ，交 流 沟 通 ，切

磋 技 艺 ，不 仅 可 以 提 高 水 平 ，而 且

能 够 增 进 友 谊 。 韩 国 韩 中 日 书 艺

文化交流会长金莲透露，明年的联

展将在韩国举办。 （因 明）

第43届中韩日书画交流联展举办

本报讯 11 月 2 日，“当代书画名

家精品邀请展”亮相上海汲贤美术

馆，共展出了李奇茂、于志学、周积

寅、杨留义、方照华、刘振铎等 40 余

位当代书画名家的 100 余幅精品力

作。此次展览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

代特征，表现出参展画家均长期立

足于中国画传统，对中国画的笔墨

精神有着积极的探索。

（士 凡）

汲贤美术馆展出当代书画名家精品

本报讯 由美国芝加哥亚洲艺

术研究所主办、谭昉莹策展的“时代

的肖像——托尼·菲利普、徐航双人

展”，10 月 18 日在美国芝加哥亚洲艺

术研究所举办，展出美国芝加哥艺术

学院教授、绘画系前主任托尼·菲利普

和中国水墨艺术家徐航的作品 45幅，

展示了两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艺术家

的所思所感。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怎样

的时代？我们如何找到时代的特征？

在这场展览中，艺术家用他们笔下的

“肖像”来回答了这些提问。 （雪 文）

“时代的肖像”展在美国芝加哥举办

本报讯（记 者 冯 智 军）10 月 23

日，“白庙计划——艺术乡村建设季

（第 1 季）”在北京的白庙老村拉开

帷 幕 。 近 百 名 艺 术 家 同 村 民 们 展

开了一场用艺术的智慧和行为，改

变 乡 村 面 貌 的 艺 术 乡 村 建 设 活

动。在 30 多天里，实施了包括墙绘

和装置的近 80 件公共艺术。在开

幕现场，又展开了宋庄自由艺术家

展、艺 术 家 个 案 展、白 庙 计 划 文 献

展、诗歌现场、村民音乐互动 5 个主

题活动。“白庙计划”由陈晓峰、徐

弘 滨、长 风 发 起 ，白 庙 村 民 张 洁 兵

作为召集人。

“白庙计划”建设艺术乡村

董唯

11 月 5 日，恭王府艺术系列展之“e 像心生——董唯

iPad 绘画作品展”在北京恭王府举办。iPad 是当下流行的

娱乐设备，画家董唯却能够巧妙地运用它，使之成为一种

新的绘画工具，将其思想转换为画面现实。展览除展示了

董唯的创作成果，还用多媒体方式展示了他的创作过程。

董唯现为吉林艺术学院教授，近年来专注于新媒体艺术的

探索。 （美 周）

冯聚成

“山水凝心——冯聚成山水画作品展”11 月 4 日

在济南山东大厦举办，展出其近 90 幅山水画。冯聚

成，山东青州人，结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创作院

国画山水专业，中国美协会员、山东省美协理事、青州

美协主席。他植根于家乡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数十

年来不懈探索，形成了浓郁浑厚的画风。 （殿 佐）

王明炎

11 月 6 日 ，

“意象世界——王

明炎画展”亮相中

国国家画院美术

馆，画展由王明炎

各个时期的代表

作品汇集而成，整

体展示了画家对

意象水墨画的探

索。王明炎的水

墨艺术借古开今，

将中国水墨的意

象笔墨和意象空

间进行了大胆拓

展，形成了鲜明的

个人风格。

（博 涵）

杨运高

10月 31日，“红河魂——杨运高山水画巡回展”在山西

省美术馆举办，展出其 80 余幅作品。杨运高现为南京书画

院专职画家、中国美协会员，他在掌握笔墨传统的基础上，

以独特的结构性皴法，展示着新时代的人文精神。展览还

将陆续在南京、郑州、广州等地展出。 （士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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