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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女人》在佛罗伦萨

放思楼读画

“百花”争艳诉真情
——“第八届民族百花奖全国中国画作品展”开幕

刘传铭

壮族艺术家蓝健康的《晨曦》、白族

艺术家何阿平的《百年老树系平安》、朝

鲜族艺术家李雄范的《家乡姑娘》、汉族

艺术家褚晓莉的《琴动帕米尔》、蒙古族

艺术家丁皑云的《吉祥草原》……一幅

幅精美的画作不仅展示了少数民族地

区优美、奇丽的自然风光，也反映了当

地的精神面貌。8 月 27 日，由中国少数

民族美术促进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主

办的“第八届民族百花奖全国中国画作

品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开幕，展出的

300多幅作品上演了一幕“百花”争艳的

壮观景象。

据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会长

尼玛泽仁介绍，此次展出的 327 幅作品

是从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和港澳台地

区各民族画家的 4800 多幅作品中遴选

而出，其中包括 61 件荣获金、银、铜奖

以及优秀奖的作品。另外，画展组委会

还特邀了刘大为、刘文西、杨晓阳、官

布、杨力舟等 50 位著名国画家的作品

同时展出。

从现场来看，本次参展画作以少数

民族生活为题材，讲述了少数民族地区

的传统文化和风土人情，有着浓郁的

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如荣获金奖的

作品《晨曦》，就是以一对沐浴在晨光

中的母子牛为主体，整幅画作充满了

温情、祥和的氛围。其作者蓝健康说，

他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日常生活，由于

小时候常常与牛为伴，视它们为家中

的一分子，因此作画时便随性而至，自

然成画。获得铜奖的丁皑云也是上届

“百花奖”的银奖获得者，他的作品《吉

祥草原》中有一位摔跤者、两只羊和三

只鸿雁。“我想表达中国画作品的水墨

韵味。这位摔跤的硬汉注视着前方，

当他看到两只母子情深的小羊后，触

发了很多想法，似是在回味流淌的岁

月，也似在憧憬草原的美好。一对传

情的鸿雁像是要把汉子的思念、寄托

带到远方去，而另一只单飞的大雁也

给了人们想象的空间。”丁皑云说，蒙

古族人的硬朗、粗犷与羊儿的温柔、鸿

雁的深情等，都体现出大草原的人文

气息。谈及近几年汉族与少数民族艺

术家间的互动交流，丁皑云表示，随着

经济的发展，蒙古草原也受到周边城

市文化的冲击，一大批蒙古族画家与

汉族画家融为一个大集体，互相采风、

取长补短，很多优秀的汉族画家也被

吸引到少数民族的创作之中。“因此，

少数民族艺术的根和灵魂一直在向上

发展，少数民族传统的东西也越来越丰

富了。”丁皑云说。

在特邀展部分，刘大为的《瑞雪》、

杨 晓 阳 的《高 原 情 深》、韩 书 力 的《阳

关》、胡永凯的《葡萄架下》等，也都描述

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物与生活。

其实，国内很多知名艺术家的重要

作品，都是描绘的少数民族，这也说明

少数民族题材在我国美术发展中重要

的价值。“艺术家们之所以要去少数民

族地区采风、写生，一是少数民族的生

活状态、服饰，给美术家们一种直观的

创作刺激；二是少数民族地区原生态的

人文自然，可以给艺术家更多的创作题

材；三是少数民族人民的内心非常纯

净、愉快，生活非常丰富、健康，所以艺

术家们愿意深入到中间，将他们的快

乐、朴实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中。”中国

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杜军说，我国的少

数民族基本上处于偏远地区，文化和物

质生活相对滞后，但他们的民族习惯却

给美术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及

时全面反映少数民族人民的内心世界，

反映他们在国家重大变革中的变化，是

艺术家们应该承担的责任。

此次展览虽以少数民族为题材，但

作品形式却是中国画。对此，尼玛泽仁

表示，这是由于中国画仍是大众欣赏的

主流艺术形式，如果用各民族本身的文

化样式来呈现，可能会给观众欣赏带来

困难。由于少数民族大都地处边远地

区，受经济条件制约，民族文化发展也

受到一定限制，其母体文化元素的表达

仍是弱项。水墨画虽不是少数民族的

长项，但观众的接受度高，因此可以先

从题材上介绍少数民族，然后再慢慢介

绍少数民族的文化样式。

“民族团结首先是对文化的尊重，

民族文化的存在是民族发展的根本，若

民族文化消失了，则就意味着民族的消

亡。我们有责任搭建各种平台，使各民

族文化在祖国的大家庭中携手发展，共

同促进民族的和谐、团结和进步。”尼玛

泽仁说，“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

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一句非常实际的

话，我们要在今后的工作中一步步体现

出来。”

五代周文矩绘制的《重屏会棋

图》是一幅非常特别的人物画。此图

描绘了南唐中主李璟与景遂、景达、

景易四兄弟会棋的情景。图中头戴

高帽、手执磐盒、居中观棋的长者为

李璟，对弈双方为齐王景达和江王景

易，另一观棋者为景遂。人物身后的

屏风绘白居易《偶眠》诗意，兹画内中

又有一扇山水小画屏，故“会棋图”前

冠有“重屏”二字。

至于画中之有屏风，是南唐的首

创，之前的画中犹未见也。南唐顾闳

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中就是以屏风

来转换空间关系的。王齐翰的《勘书

图》在挑耳的画中主人背后也画有大

幅山水屏风。似乎南唐绘事有此风

尚。不过周文矩这种景中套景、屏内

套屏的画法，是中国画处理空间关系

的绝妙手段。在层层叠叠的人物与

景物描写中，令读者清晰地看到了次

第推进的空间纵深。周文矩如此精

心结构，并非只是一味地展现技巧，

而是在这种富于节奏和韵律的构图

中，一步步深入地映衬出外表平静而

内心复杂的人物精神世界。

作为南唐翰林画院待诏的周文

矩，擅画山水、车 马 、楼 台 ，尤 精 人

物。此图中李璟的若有所思、对弈者

于微笑淡然中暗伏杀机和求胜之心、

观棋者的轻松自若均被刻画得细致

入微。他们从不同角度凝神于棋枰，

似乎完全忘却了宫外的纷扰和时局

之隐忧。其实这也许是表象，如果我

们再仔细地看一看他们身后的屏风，

读一读白居易的《偶眠》诗意图，便不

难听到周文矩的弦外之音。“放杯书

案上，枕臂火炉前。老爱寻思事，慵

多取次眠。妻教卸乌帽，婢与展青

毡。便是屏风样，何劳画古贤？”江洲

司马一语成谶。不出百年，诗中的设

问就有了答案。诗人冬日慵睡的惬

意之事被搬上了画屏。诗图互证，我

们在千年之后形象地见到了白乐天

娇 妻 卸 帽 、侍 婢 展 毡 的 幸 福 生 活 。

此番暖暖睡去，诗人是否又是去江

南寻梦？“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时更

重游？”再深究下去，内套屏中的小

幅山水，不亦正是诗人心驰神往，摆

脱形役的天国悠游吗？作为衬景，

这当然更是画家要揭示的会棋诸公

之心之所属。

从南唐帝王的闲敲棋子，到中唐

诗人的冬日偶眠，再到前朝山水的逍

遥天地，画家在这层层推演的意象

中，究竟是要展示画中人物的优雅闲

适，还是要反讽他们不知“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的治国之道呢？这个问题

大概无解。

周文矩的画风出于唐代周昉，但

更较其纤细。多用曲折颤动的“战

笔”勾画人物衣纹，古拙顿挫，且着色

又兼艳丽沉着，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典

雅气象。

最后，请读者注意一个细节。这

幅《重屏会棋图》中对弈者用的是十九

条纵横线的围棋盘，与现代棋制一

律。这不仅佐证了画家写实之严谨，

同时对十三线、十七线的围棋史研

究，无疑也是一份珍贵的资料。

文艺复兴的兴起与发展，与一个

家族有着密切关系，这个家族就是意

大 利 佛 罗 伦 萨 显 赫 的 美 第 奇 家 族 。

如果没有美第奇家族的赞助，意大利

文艺复兴可能就不是今天我们看到

的面貌了。

在文艺复兴的腹地，有一所宫殿，

这就是位于艺术天堂佛罗伦萨的美第

奇宫。这所宫殿始建于 1445 年，虽历

经近 600 余载，仍然以其不变的姿态，

傲立于大千世界之中。8 月 28 日，这

座艺术家们向往的圣地，迎来了中国

雕塑艺术家许鸿飞的个展。

本来，美第奇宫艺术展的档期已

排至 2016 年，但许鸿飞的雕塑《肥女

人》打动了他们。佛罗伦萨省政府决

定，让许鸿飞个展先期举行。开幕式

上，许多人表达了对许鸿飞雕塑的喜

爱。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议会主席

Giuliano fedeli的致辞情深意切，他认

为，佛罗伦萨被宠坏了，是中国艺术

的到来，为这个对艺术已经熟视无睹

的城市带来了新的亮点。“我们在艺

术中工作，在艺术中生活。是中国艺

术的到来，使我们眼前一亮，触动了

我们，唤醒了我们的想法，使得我们

须正视眼前的现象。”他说，意大利人

很幽默，许鸿飞的《肥女人》也很幽

默，这两点是共通的。

许鸿飞塑造的《肥女人》，体量虽

硕大，但体态却很轻盈 ，富 有 对 比 效

果 ，感 觉 可 以 与 文 艺 复 兴 的 艺 术

产 生 一 定 联 想 。 的 确 ，当《肥 女

人》被 巧 妙 地 陈 设 在 浓 郁 的 文 艺

复 兴 风 格 的 艺 术 背 景 中 时 ，呈 现

出 的 是 古 典 与 当 代 的 相 遇 ，着 实

激 荡 起 绵 绵 不 断 的 艺 术 涟 漪 。 而

许 鸿 飞 作 品《吻》的 造 型 与 古 铜 色

质 感 ，也 很 自 然 地 互 融 于 美 第 奇

宫 的 中 厅 之 中 ，与 散 发 着 古 典 气

息 的 环 境 浑 然 一 体 。 其《马 上》等

作 品 ，又 与 庭 院 中 的 芳 草 和 文 艺

复 兴 早 期 的 庭 院 雕 塑 产 生 了 和 谐

共 鸣 的 畅 想 。 许 鸿 飞 的 架 上 雕

塑 ，特 别 是 精 选 出 来 的 几 件 翡 翠

雕 塑 ，也 恰 与 翡 冷 翠（佛 罗 伦 萨）

这 所 城 市 的意境暗合。

当下，意大利架上绘画和雕塑虽

然还在学院里坚守，但观念艺术还是

具有强劲的优势。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种观念艺术与杜尚的达达主义美

学思想完全相反，他们的艺术家已厌

倦了采用废品作为创作媒介。当代

艺术家重视的是艺术品的制作过程，

这 可 能 是 意 大 利 手 工 艺 情 结 的 转

型。另外，对美的回归、对艺术本体

的回归，不仅是意大利，也是整个西

方世界当代艺术的趋势。从意大利

当代艺术的趋向上看，许鸿飞的艺术

之所以受欢迎，应该是回归的审美心

理所起的作用。在当代的社会节奏

中，人们渐渐迷失了自我，陷入到一

种自我挣扎和自我陶醉的泥沼之中，

许鸿飞艺术的幽默唤醒了人们喜欢

放松、慵懒和快乐的天性，这是他成

功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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