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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

深圳市罗湖美术馆

“纸·上”2 0 1 6 当代艺术邀请展

11 月 11日，由深圳市罗湖区委宣

传部、区文联共同主办的“纸·上——

2016 当代艺术邀请展”在深圳市罗

湖美术馆开幕，共展出曹生龙、陈湘

波、陈向兵、陈焰、傅中望等 30多位艺

术家的代表性作品。这些艺术家不

仅一直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具有建树，

同时还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着不断求

索求变的实验习惯，这些完成于纸上

的作品有的已经为人了解，更多的还

处于一种私密的、个人化的状态。据

介绍，这是罗湖美术馆连续第四年做纸

本展览，主办方希望通过关注纸本与手

稿，对当下艺术家正在进行的实验状态

进行展示与记录，多年后形成一个关

于当代艺术的叙述性文本。 （黄颖）

中韩日三国博物馆合作办展:

1 5 世纪至1 9 世纪的“东方画艺”

精彩展事

除了中国明清时期文徵明、唐寅、

徐渭、朱耷、石涛等名家经典，还有同时

期韩国与日本代表性艺术家创作的“类

似”作品，让不少普通观众直接观看作

品而不阅读指示牌时，甚至分不出作者

的国籍。11 月 4 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

和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

博物馆合作举办的“东方画艺——15世

纪至 19 世纪中韩日绘画展”在国博开

幕。作为第九届“中韩日国家博物馆馆

长会议”期间的一次重要活动，此次展

览将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为中国观众

呈现独具特色的“东方画艺”。

展览从三国博物馆绘画藏品中分

别精心挑选了中国明清时期，韩国朝鲜

王朝时期，以及日本室町、江户和明治

时期的文人画、风俗画和佛教画 52 件

（套），既显示了各国绘画的民族特色，

又展示了相互的关联和影响。基于历

史上三国文化的互鉴相通，此次展览在

陈列次序上，按照统一的绘画风格和题

材分为“文人画”“风俗画”和“佛教画”

三部分。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表示，

国博为本次展览提供了 20 件馆藏的明

清时期绘画名作，这些珍品在介绍明清

时期绘画艺术概貌的同时，也通过与其

他两国作品的比较，反映出中国绘画对

韩国和日本古代绘画的影响，及其各自

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显示了中、韩、日这

三个地域相近的国家在文化交流上非

同一般的密切关系。韩国国立中央博

物馆为这次展览展出了朝鲜时代的 14

件绘画作品，馆长李荣勋说，展览让我

们从亚洲绘画的宏观视觉里接触到韩

中日三国的绘画世界，这些先人的画

作，可以让我们惊喜于相互之间的共同

点，也敬佩于相互之间的不同点。由

此，互相理解、互相尊重，更进一步加深

了相互之间的友好关系。“与西方的画

具不同，东方的毛笔绝不伤害纸张。所

以，用毛笔表达情怀的这些作品安慰着

我们的心灵。”李荣勋由此概括“东方画

艺”的精神内核。东京国立博物馆馆长

钱谷真美表示，该馆为本次展览呈现了

18 幅馆藏绘画，希望能通过文人画、风

俗画和佛教画这三个主题，对具有悠久

交流历史的三国绘画作品进行比较，观

众将看到它们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和

各自特点。

明清时期是中国文人画发展的鼎

盛时期，流派纷繁、名家众多，展览即包

括文徵明、唐寅、徐渭、朱耷、石涛等人

的作品。韩国在高丽王朝就接受了中

国文人画的理念。至朝鲜王朝，文人画

家们在与中国频繁交流的同时，发展了

蕴含独特民族风格的绘画。展览中宗

室画家李岩的《母犬图》，因为描绘了典

型的韩国小狗，展现了朝鲜王朝文人画

家的情趣，在韩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

位。朝鲜王朝后期的“艺苑领袖”姜世

晃甚至曾在 72岁时出使中国，谒见乾隆

皇帝，并与中国文人进行笔谈。日本的

文人画又称“南画”，是江户时代中期最

有影响的绘画流派之一。它学习和借

鉴了中国文人画的风格技法，并加入日

本原有的绘画传统，将本民族的审美与

意趣融合其中，形成了笔墨简练、色彩

细腻、富于装饰和俳谐诗入画的民族特

色。展览中，日本文人画大师与谢芜村

所作的《山野行乐图屏风》是画家依据

自作俳谐诗和中国晩唐诗人杜牧的五

言律诗 《早行》意境所作。

明清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兴盛、

市民阶层的壮大和世俗文化的繁荣，风

俗画在继承和延续两宋风格的同时，着

力描绘乡村世俗和城市平民生活，并显

示 出 传 统 风 俗 题 材 与 文 人 画 风 的 融

合。展览中《沧洲渔乐图》《钟馗出巡

图》等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风俗画发展

的特点。朝鲜王朝后期的风俗画是韩

国最具特色的绘画之一。展览中流行

于朝鲜 18 世纪后期至 19 世纪的《平生

图》，是选取士大夫从出生到辞世过程

中值得纪念的重要礼仪和官职生涯进

行描绘的风俗画，不仅是了解朝鲜士大

夫阶层生活情态的重要资料，也是当时

服饰、用具和风俗的真实记录。日本的

风俗画出现于最具平民色彩的江户时

期，风俗画的世俗主题和华丽色彩受到

富裕商人和城市平民的喜爱。随着市

民阶级的兴起，产生了反映市民审美意

识的风俗画——“浮世绘”，它不仅成为

代表日本的美术作品，而且对西方画家

产生了一定影响。此次展出的“浮世绘

之祖”菱川师宣创作的《浮世人物图》描

绘了人们在江户名胜浅草寺游玩的场

景。

展览第三单元为佛教画。明清时

期，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在中国并存。

展览中包括《护法天王像》《释迦牟尼佛

唐卡》等。公元 4世纪，佛教由中国传入

韩国，佛教文化得到接受。在佛教盛行

的高丽王朝，佛教画以线条精巧、纹样

华丽和泥金描绘为特征，出现了许多贵

族阶层为王室祈愿的画作。此次展出

的《神众图》描绘了守护佛教世界的护

法神众，画中韩国传统的本土神，体现

了佛教与民间信仰的融合。538 年，佛

教经朝鲜半岛的百济正式传入日本。

日本的佛教美术在深受中国魏晋南北

朝和隋唐美术影响的同时，逐渐“和风

化”，形成本民族的样式。展览中的《当

麻曼荼罗图》是了解幕府御用绘佛师绘

画活动的一件珍贵作品。

据介绍，“东方画艺——15 世纪至

19世纪中韩日绘画展”是中、韩、日三家

国家博物馆第一次合作举办的绘画展

览。 主办方还于 11 月 5 日邀请三国美

术史专家朱万章、金云林、田泽裕贺在

“国博讲堂”就 15 世纪至 19 世纪中韩日

绘画发展作了专题讲座。

作为国内中国画教学的重镇，中国

美术学院自 1928 年建立以来便十分重

视对于传统中国艺术的继承和发扬。

身处江南的地缘因素，使得明清以来主

要昌盛于江南的文人画传统对学院的

中国画教学产生至深影响。中国美术

学院历年来积累了一批近代时期江南

名家的书画小品及文玩器物，虽然题

材、种类各不相同，但都具有鲜明的、清

新雅致的江南地域特色，颇具观赏和研

究价值。日前开幕的“江南清赏——中

国美术学院美术馆藏近代绘画器物展”

即展示了这些书画小品和文玩器物。

此次展览共展出中国美院美术馆

藏书画小品 36 件（套），其中扇面小品

28 件，册页 8 套。这些小品题材包括山

水、人物、花鸟、书法等，虽然尺幅不大，

却在零缣寸楮间展示了画家们高超的

技艺和富有江南特色的书卷逸气。

文玩是文房四宝及其衍生出来的

各种文房器玩，为文人闲暇优雅生活的

“玩好之物”。一般大小盈尺，小小足

寸，既可供设于案上，又可把玩于掌中，

可远观，亦可近取。更重要的是，它融

合了绘画、书法、雕刻、装饰等各种艺术

特色于一体。此次共展出明清、民国时

期的文房文玩 33件（组），如笔筒、水盂、

香熏、摆件等，通常结合书画、品香等文

雅活动之中，为生活增添一分赏玩之

趣。这些展品风格多样，情趣各异，构

思精巧，工艺精湛，或雍容华美，或雅致

脱俗，又有配合成套者，相映生辉，可以

带领观众进入江南文人的书斋世界，体

悟他们的风情雅致与天趣横生。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展览中的绘

画、器物虽然作为院藏已有半个多世纪

的时间，但长期以来缺乏专家认定，存

在定名不准确等问题，同时囿于种种条

件限制，没有机会对外展出。去年恰逢

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及全国美

术馆藏品普查工作大规模开展，这些藏

品得以经过浙江省文物局专家的认定，

解决了各种身份不明的问题，对于历史

上曾经的错误命名一一给予了纠正，藏

品信息更为准确。如一件原名为“黄石

雕花插”的器物，现在命名为“清青田石

雕竹林七贤摆件”，准确程度显著提升，

避免了以错误信息误导观众的可能。

可以说，此次展览更具严谨性和学术

性。

展览期间，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还

举办了“扇面我来画”“拼图我来拼”“赏

画赏物，动脑动手”“册页临摹活动”等

公教活动。如在“扇面我来画”活动中，

美术馆工作人员在展厅一隅的桌子上

布置好笔墨纸砚，免费提供扇形宣纸，

供观众随意写画，体会在这种特殊形制

的纸张上写字、作画的不同之处。然后

定时由展厅管理员整理观众作品，择优

展示于该区域，橱窗外观众的“涂鸦”展

示和橱窗内的展品相得益彰，生动有

趣。而“册页临摹活动”的主角则是具

有良好中国画造型基础的在校本科生，

他们在展厅现场临摹展出的潘天寿花

鸟、黄宾虹山水、诸闻韵墨竹、戴云起山

水四件册页作品。由于这些学生具有

相当的书画基础，他们的临摹水准自然

有别于普通观众，因此这样的临摹活动

不仅让美术专业学生体会前辈大家作

画的心境和技法，也让普通观众通过观

看专业人士临摹展品的过程，对中国画

小品创作有更深的了解，加深对展品和

展览的印象。

据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相关负责

人介绍，举办此次展览意在使这批书画

小品和文玩器物能够对学院的中国画

专业及手工艺教育和研究起到启发作

用，希望这些苦心经营的精致小品，通

过展陈中有意识的重点介绍和引导，带

给普通观众美的享受，通过书画小品结

合文玩器物的多重展览内容，引导观众

感受近代江南书香之气。

红砖美术馆

温普林中国前卫艺术档案之 8 0 9 0 年代展

11 月 5 日，“温普林中国前卫艺

术档案之 8090 年代展”在北京红砖

美术馆开幕，展览以 4 部分集中展示

了“温普林中国前卫艺术档案”在 20

世纪 80年代和 90年代记录并收集的

中国当代艺术档案。从 20世纪 80年

代开始，温普林以影像的方式记录了

许多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不可忽视

的展览、艺术现象以及艺术家的创作

现场。此次，随着这些被尘封的档案

的开启，部分被忽略的或被误读的

艺术史实逐一浮出水面，它们也将

为未来艺术史研究提供更详尽的素

材和更多的切入点。据介绍，此次

展览是红砖美术馆首次举办的大型

艺术文献展，在不同语境的今天进

行这样的历史性回顾，意在给观众带

来更多思考。 （施晓琴）

京港博物馆馆藏资源合作论坛举行

本报讯 日前，“京港博物馆馆

藏资源合作论坛暨清华大学艺术与

科学研究中心博物馆与高校合作共

建课题启动仪式”在清华大学召开，

与会专家就“高校与博物馆”话题展

开了热烈讨论。清华大学艺术与科

学研究中心王旭东做了课题背景介

绍，他说：“博物馆文创产业现在正

处于非常火热也非常混乱的局面，

每个博物馆都各有特点，很难把开

发模式进行提取或方法的归纳，我

们现在说哪个博物馆的发展好、方

式好从而进行模仿，但是盲目模仿

只 能 解 决 一 时 问 题 ，却 治 不 了 根

本。高校到底能给博物馆提供什么

呢？高校不光要授人以鱼，更要授

人以渔，建立生态化的机制配合博

物馆发展。”

会上，《高校与博物馆文创产品

及展示创新共建课题》启动，该课题

由清华大学艺术与科学研究中心与

中国博物馆协会市场推广与公共关

系专业委员会共同发起，旨在围绕

“博物馆文创产品”及“展示创新”建

立博物馆与高校的深度合作，一方

面协助博物馆克服专业设计人才缺

乏和资金短缺的问题，一方面强化

提升高校“人才培养”的创新与实践

能力，探索高校与博物馆交流与合

作的新模式。 （木木）

国博举行大型消防及应急处突综合演练

本报讯 （记者冯智军）为加强

安全管理工作，落实消防安全责任

制，11 月 7 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

大 型 消 防 及 应 急 处 突 综 合 演 练 活

动。本次演练活动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国博剧场内进行了剧场

疏散逃生演练，第二阶段先后进行

了安检流程实际操作演示、突发事

件处置技能展示、消防技能训练展

示、综合消防现场演练和驻馆武警

擒敌拳演示等。这些演练活动以模

拟处置和竞技竞赛等形式，展示了

国博安保工作人员和普通职工的突

发事件处置能力、消防技能水平和

灭火救援能力。

据了解，目前国家博物馆收藏

有 139 万多件文物和艺术品，年接待

观众达 760 多万人次，工作日平均参

观人数约 2.5万人次，节假日约 3.5万

人次。因此，国家博物馆的安全保障

十分重要。据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

申介绍，此次大型消防及应急处突综

合演练活动，是为了落实各级领导对

国家博物馆安全工作的要求，同时对

国家博物馆“四位一体”安防保障体

系进行的一次全面检验。

“江南清赏”中的书香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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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十层雕龙纹象牙球

民国彩绘龙舟竞渡黑纸扇

本报讯 日前，由龙美术馆主

办的“敏行与迪哲——宋元书画私

藏特展”于龙美术馆（西岸馆）对公

众开放展出。本次宋元书画特展，

参展作品有 80 余件，涵盖长卷、立

轴、册页、信札等，是一次私人珍藏

宋元书画特展。展览以“敏行与迪

哲 ”为 主 题 ，分 为“ 帝 制 文 心 ”“ 恪

悟 教 礼 ”“ 隐 逸 修 身 ”“ 尚 意 求 道 ”

四 个 部 分 。 宋 元 书 画 是 中 国 古 典

艺 术 的 高 峰 ，朝 代 的 更 迭 与 时 代

的 战 乱 导 致 宋 元 时 期 的 传 世 佳 作

留 存 十 分 稀 少 ，很 多 真 迹 已 经 被

海内外各大博物馆、美术馆收藏，

流 传 珍 藏 于 民 间 私 人 机 构 和 藏 家

手 中 的 作 品 寥 若 晨 星 。 近 年 来 ，

关 于 宋 元 书 画 的 收 藏 出 现 了 一 些

新 趋 势 和 新 问 题 ，本 次 展 览 策 展

人之一谢晓东表示：“当我们回顾

过 去 的 半 个 世 纪 ，存 在 一 个 鉴 定

的‘ 黄 金 时 代 ’，曾 经 出 现 过 以 启

功 、谢 稚 柳 、徐 邦 达 、杨 仁 恺 和 刘

九 庵 五 老 的 现 象 ，随 着 五 老 的 谢

世 ，如 何 看 待 古 代 书 画 鉴 定 发 展

的 态 势 成 了 当 下 不 可 忽 视 的 问

题。”展览期间，海内外学者齐聚龙

美术馆就宋元书画的鉴藏实践与相

关研究进行了学术讨论。 （梁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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