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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奋进中的中国工业版画
——“宋恩厚艺术活动文献展”在武汉美术馆举办

11月 4日，由武汉美术馆主办的“奋进中的中国工

业版画——宋恩厚艺术活动文献展”在该馆 4、5 号展

厅展出。本次展览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展示的是

艺术家的版画作品 30 件（包括馆藏 25 件版画作品及 5

件新作），以及不同时期所创作的部分草图及原稿；第

二部分是主题为“中国工业版画的扛鼎者”的文献资

料，其中包含三个阶段，一是 1959 年成立工人业余版

画组以来的艺术活动资料，二是 1981 年成立“湖北工

人画廊”以来的艺术活动资料，三是 1991 年“中国工业

版画研究院”成立以来的艺术活动资料。该展览以文

献、史实、图片、影像等陈列形式，展现了宋恩厚从湖

北工业版画的中坚力量到中国工业版画灵魂人物的

过程中所做出的积极贡献。

宋恩厚，生于 1936 年，辽宁营口人。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工业版画的创作与活动。1985 年荣获日本·
中国版画之会授予的“中国工人版画功劳奖”金杯。

1986 年荣获日本日中艺术研究会授予的“中国工人版

画贡献奖”金杯。1996年荣获中国版画家协会为 20世

纪五六十年代在版画事业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版

画家颁发的“鲁迅版画奖”。版画作品被中国美术馆、

鲁迅美术馆、天津艺术博物馆、英国木版画基金会等

国内外艺术机构收藏。

中国工业版画的开拓者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推动经济生产，大规模的工

业建设开始在全国各地开展，由此，我国第一座综合

性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于 1958

年建成投产。武汉美术馆馆长樊枫介绍道：“作为十

万建设大军的一员，20 岁的宋恩厚随哈尔滨东北第一

工程公司南迁至武钢。为了配合工厂宣传，1957 年，

宋恩厚开始办墙报、绘刊头、画插图，从反映政治时事

的漫画到张贴于工厂车间的宣传画。60 余年来，宋恩

厚在自我奋斗的同时，还积极地为中国工业版画创作

环境、创作规模、创作生态的形成与发展，工业版画语

言手法的探索、学术研究及人才推介不懈努力。”

作为中国工业版画的开拓者，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

宋恩厚就开始了自发的艺术创作。从产业工人中走

出的工业版画家见证了中国工业进程的发展，完成了

对版画艺术语言的更新与扩展。鲁迅博物馆研究员

李允经说，工业版画并不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出现

的，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鲁迅倡导版画的时候，中国最

初的工业版画就被送到法国巴黎展出，新中国成立初

期也有工业版画，一些老版画家比如说湖北的武石，

他们都是以工业为题材来进行版画创作。

而对于宋恩厚的工业版画，李允经认为，其艺术

风格以上世纪 80 年代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

期是现实主义，后期是构成主义。“现实主义要求艺术

家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描写现实，并且用社会主义

精神教育人民，其代表作有《锻造者》《又是一炉优质

钢》《纵横千里》《锤炼》《钢铁粮仓》《粮仓》《鹰击长空》

《施工小站》等等。其后期的创作是以 80 年代问世的

《五颜六色》为转折点，突破了现实主义，走向一种新

的艺术风格。”李允经说道，“构成主义是上世纪 20 年

代前苏联的一种艺术流派，也是前苏联在十月革命成

功以后工业战线上恢复建设这一时期产生的艺术流

派。宋恩厚后期的作品虽然是构成主义风格为主，但

他仍然是一位工人版画家，他没有脱离生活、脱离人

民，而是和人民紧紧地站在一起，在钢铁战线和工业

战线上生活着、战斗着。”合美术馆执行馆长鲁虹感到

此次展览十分强调文献和作品的共同呈现，能够让大

家更好地了解宋恩厚的成长背景，非常难得，“每一

个图像都是他自己在生活中感受的东西，不是抄来

的，但是这个转化过程又是符合艺术规律的，因此，宋

先生留下了一批工业版画和一批工业杰作。”他感

言。

画作捐赠 留下时代印记

此次展览开幕正值宋恩厚八十大寿，武汉美术馆

选择在此时对其艺术进行回顾，抢救式地研究和收藏

这位工业版画家的作品，既能投射出中国工业版画的

发展与革新历程，同时也是武汉工业化进程的一面镜

子。这是对工业版画语境拓展予以深度挖掘的前提，

并以此为契机，追问版画对话当代的种种可能。据

悉，武汉美术馆一直致力于对湖北武汉本土的老一辈

艺术家艺术历程的梳理和研究，宋恩厚决定将其毕生

代表作品前后共计 25 幅捐赠给武汉美术馆。“宋恩厚

作品捐赠收藏项目”在上报给文化部后，今年 5 月，经

专家评选及文化部批准，武汉美术馆“宋恩厚作品捐

赠收藏项目”被选为 2016 年度国家美术作品收藏和捐

赠奖励项目。

湖北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魏光庆非常敬佩

宋恩厚呈现理想的精神状态，他坦言：“此次武汉美术

馆主办的宋恩厚艺术活动文献展被列入国家美术作

品收藏和捐赠奖励项目，这个事情是非常了不起的。

宋老师一直是处在非常大的格局中，除了创作好作品

之外，他还为整个中国工业版画事业付出了非常多的

时间和精力，武汉美术馆用宋恩厚的艺术人生活灵活

现地勾连出中国工业版画事业的成绩，这个出发点是

最有活力的，也是最容易留下印记的，正是这种印记

使得其所呈现的理想和精神非常具有时代意义。”

武汉美术馆副馆长刘宇认为，此次“宋恩厚艺术

活动文献展”的举办获得国家专项资金的支持，不仅

是中国工业版画在新时期的里程碑，也是中国工业版

画在当下重新吹起的集结号。“研究中国工业版画，应

该放在中国群众美术活动潮起潮落的历史背景中去

考量，宋恩厚先生的贡献在于，当中国群众美术运动

全面消停之际，他的努力让中国工业版画有再次蓬勃

发展之势。”他说。 又是一炉优质钢（套色木刻） 1959年 宋恩厚

钢铁粮仓（套色木刻） 1973年 宋恩厚

五颜六色（套色木刻） 1984年 宋恩厚毛主席来到武钢工地上（套色木刻）

1975年 宋恩厚

开幕式现场

展厅现场

11 月 15 日，由东莞市政协、中国美

术学院、东莞市文联、东莞市莞城城街

道办主办，莞城美术馆、中国美院美术

馆承办的“冰韵鸿图——黎冰鸿艺术研

究展”在莞城美术馆开幕。中国美术学

院党委书记钱晓芳、中国美术学院美术

馆馆长余旭红,中国美术馆学术策划部

副主任、本次展览学术顾问张苗苗，中

国美术馆研究馆员徐虹,中国美术学院

教授杨桦林,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于

洋，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杨

小彦,广州美院美术馆副馆长胡斌,广州

美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吴杨波，东莞市政

协副主席朱伍坤、东莞市政协教科文卫

体和文史委员会主任李炳球、东莞市委

宣传部副调研员曹永阳,东莞市文联秘

书长刘浩,莞城街道党委书记刘林宏,莞

城街道党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陈慧贞

以及黎冰鸿女儿黎小冰、儿子黎江等出

席了开幕仪式。

陈慧贞、朱伍坤、钱晓芳和黎小冰先

后发言，对展览表示祝贺，并一致认为黎

冰鸿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在中国共产

党建党 95 周年以及黎冰鸿先生逝世 30

周年的时间节点，在其家乡东莞举办黎

冰鸿艺术研究展，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

黎冰鸿（1913—1986），原名炳康，广

东东莞凤岗人。早年师从李铁夫学油

画，后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7 年到苏

北解放区，随军征战。后长期任教于浙

江美术学院，历任浙江美术学院教授、

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浙江美

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文联常委、杭

州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黎冰鸿早年

作品多为战地写生、宣传画、人物素描、

漫画等，后多作油画，探索油画民族化

之路。代表作有《南昌起义》《水电站发

电了》《黄昏出击》等,作品多为国内各

博物馆收藏。

黎冰鸿是一位有着强烈历史责任

感的红色美术家，其一生的艺术创作都

与国家兴亡紧密结合，具有典型的时代

意义。本次展览共展出黎冰鸿各个历

史时期创作的绘画作品 142 件、相关文

献 40 余件。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浙

江美术馆以及广东美术馆均为展览提

供作品，对展览给予了大力支持。

莞 城 美 术 馆 自 开 馆 以 来 即 遵 循

“关注本土、传播经典、打造特色、贴近

群众”的办展理念，先后策划并成功举办

了“黄宾虹艺术展”“靳尚谊与中国油画

研究展”以及“余本经典作品展”“邓白艺

术回顾展”“卢柏森艺术回顾展”等本土

艺术名家的作品展，获得了良好的社会

反响。

立足本土，深入挖掘和推广宣传本

土艺术文化一直是莞城美术馆策展工

作的主要方向。通过不断努力，2015

年 美 术 馆 在 获 悉 东 莞 籍 画 家 黎 冰 鸿

家属的相关信息后，于今年赴杭州拜

访 黎 冰 鸿 夫 人 张 天 虹 女 士 。 张 女 士

对展览也很期待，希望黎先生作品能

早 日 回 到 故 乡 展 出 。 双 方 就 此 达 成

了初步展览意向，并由此开始了展前

筹 备 和 调 研 ，初 步 掌 握 了 作 品 情 况 ，

并邀请学术顾问梳理作品、历史文献

及研究论文，经过讨论碰撞形成展览

方 案 ，并 最终确定以黎冰鸿先生的人

生历程和艺术创作特色为两条主线，兼

顾学术性和可读性，形成了策展方向和

展览结构。

此次展览以黎冰鸿的人生历程和艺

术创作为主线，分“新中国，新气象”“东

欧之旅”“追忆革命岁月”“在时代现场”

“生命归真”五个部分全面解读黎冰鸿的

艺术人生。其中，展览也突出艺术家在

南方的活动轨迹，并搜集到他 40年代在

香港时期的一批珍贵的抗战绘画作品，

并首次予以展出。同时通过李铁夫、博

巴等对黎冰鸿有深刻影响或产生交集的

艺术家作品的展出，侧面印证黎冰鸿的

艺术脉络和人生经历的特点。

黎冰鸿作品在今年 4 月曾以“绘心

艺魂”为题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展

出，但此次莞城美术馆的展览仍然以其

鲜明的展陈特色和深入的学术精神，引

发了美术界的关注。开幕式结束后，与

会的美术界专家和学者对黎冰鸿的作

品进行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研讨。

中国美术馆研究员徐虹认为，对于

黎冰鸿的个案研究国内此前是不够深

入的，而黎冰鸿以其艺术历史画的突出成

就，成为20世纪中国南方美术史一个绕不

开的话题。无疑，对黎冰鸿的深入研究，

将会扩大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视野。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

杨小彦从黎冰鸿的个人自述入手，深入

阐释了个人创作受时代干预而产生的

巨大影响，盛赞黎冰鸿对于色彩的把握

和处理，达到了那个时期画家难以企及

的高度。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于洋感

慨，观看黎冰鸿艺术研究展，品读他大

量的原作后，我们对黎冰鸿的感受，远

比美术史来得复杂。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杨桦林指出，中

国美术学院之所以保持了开放的学术

传统和风气，当然有很多原因，但其中

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与以黎冰鸿

为代表的一批广东籍画家教师的倡导

有关。

除了对黎冰鸿进行深入的学术研

究外，莞城美术馆还将此次展览作为

公教活动的重点。展览开幕当天，东

莞光明中学 20 多位学生到美术馆上美

术课，本次展览策展人、莞城美术馆研

究部王丹为大家作了精彩导览。学生

们普遍反映，不仅受到了一次良好的

艺术教育，更受到了一次爱国爱乡的

思想洗礼。美术馆还根据展览内容，

与市教育局合作首次编辑出版了艺术

欣赏手册。该读本既是美术老师在美

术馆上课的课堂教纲，又是学生课外

美术欣赏教材，还是观众们参观展览的

导览手册。

此后，莞城美术馆还将结合“行进

中的美术馆”这一公共教育活动品牌，

把“黎冰鸿艺术研究展”内容制作成展

板，以黎冰鸿的艺术人生经历和其作品

剖析为内容把专题讲座送进校园，邀请

全市各学校中小学生来美术馆上美术

欣赏课。美术馆将通过这一系列活动，

让东莞的学生们加深对黎冰鸿艺术成

就的认识和了解，深入感受黎冰鸿绘画

作品中所体现的社会历史责任感。

（本文文图由莞城美术馆提供）

冰韵鸿图
——黎冰鸿艺术研究展在莞城美术馆开幕

开幕式现场嘉宾合影 工作人员在展厅为学生做导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