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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博世的流沙艺术在京展出
本报讯 （记 者冯知军）近 日 ，

“克劳斯·博世和他的流沙艺术”在

中国美术馆文创中心展出，这也是

文创中心作为北京国际设计周分会

场特别策划的展览。国庆假期前夕，

奥地利流沙艺术家克莱斯·博世现身中

国美术馆，与现场观众分享他的创作。

20世纪80年代初，年轻的克莱斯活跃

在绘画和摄影领域，偶然接触到了一个

展示沙的流体力学装置，并被这个流动

画面所深深吸引，从此开启了他 30多

年的潜心创作。其作品中体现出的东

方哲学思想，源于其青年时期对东方

文化和哲学思想的浓厚兴趣。

120多个国家的万余件投稿，102个

国家的 567 位艺术家入选，展出的 601

件作品中，外国作品 411 件、中国作品

190 件……已经举办 15 年的中国北京

国际美术双年展，在第七届展览中又一

次刷新纪录。9 月 24 日至 10 月 15 日，

由中国文联、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中国美

术家协会联合主办，以“丝路与世界文

明”为主题的“2017·第七届中国北京国

际美术双年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来

自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背

景的艺术家聚集在北京，我们在非常和

谐的环境下互相交流，进行了非常广泛

的对话。”参展的伊朗女艺术家法拉赫

娜兹·阿扎拉巴迪哈的话并非外交辞

令，近 70 个国家的 200 多位艺术家来京

出席了展览相关活动。展厅中，他们或

共同品评作品主题，或就某一技法深入

切磋，或在志愿者的协助下与观众热情

互动，一时间，让整个中国美术馆变成

各国艺术家的交流平台。

坚持绘画和雕塑为主
参展国首次破百

“2003 年举办首届以来，参展国家

从首届的 45 个增加到本届的 102 个，先

后有 4000多位各国艺术家参展，累计有

百万人观展。本届北京双年展是活动

创办以来首次突破 100 个国家参展，也

是全球迄今为止首个达到 100个参展国

家的美术双年展，表明了北京双年展的

国际知名度、影响力和吸引力日益提

升。”展览总策划、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

介绍。“十几年前，2013 年的 9 月，也是

在这个大厅，也是这个场馆，首届北京

双年展开始呈现在世人面前。那时，有

一种声音说：绘画、架上艺术已经死亡，

北京既然要办艺术双年展，就应该追随

影像、多媒体和行为艺术的潮流，而不是

以绘画和雕塑为主要展示内容。十几

年过去，北京双年展的成绩单，令国人

和世界瞩目，我有幸作为亲历者，作为

该展的发起人，一直见证着它的发展和

成长。”刘大为说。

据了解，北京双年展自举办以来，

一直坚持以绘画和雕塑为主要展示内

容的办展方针，参展国层面数字上的不

断增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各国艺术家

对北京双年展办展体系的进一步认同

与响应。

展览总策划、中国美协分党组书

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徐里介绍，各国

参展作品围绕“丝路与世界文明”同一

主题，采用了从具象到抽象、从现实到

超现实的多样化的艺术表现形式，虽然

大多数作品描绘古代丝路文明遗迹、各

国风土人情和象征图像，但不只是发思

古之幽情，也并非图解政治概念，而是

注重表现丝路精神——表现世界文明

交流互鉴的精神，尤其是表现当代东西

方文明交流融合而不是对立冲突的精

神。除主题展外，本届展览的特展申办

也一度达到 10 个之多，经策委会综合

考量，本届北京双年展共设有“格鲁吉

亚当代艺术特展”“希腊当代艺术特展”

“印度尼西亚当代艺术特展”“蒙古国当

代艺术特展”“从丁托列托到利兰加的

艺术之旅”“北京双年展历届捐赠作品

特展”6个特展。

“丝路”主题让艺术家有感而发

“以‘丝路与世界文明’为主题的第

七届北京双年展的举办，是对‘一带一

路’倡议和建设的积极践行。以‘丝路’

为纽带，以美术为形式，在北京双年展

创办 15 周年这样一个重要的年份，邀

约全世界的美术家将世界文明做一次

艺术化的梳理和呈现：和丝路一样，文

明的一端是昨天、一端在当下，新丝路

和世界文明当下的新成果也正是艺术

家们重点关注的切题的现代题材，通过

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机结合对其进行高

水准的塑造与表达，也是时代赋予艺术

家们的义务与责任。”展览策划委员、中

国美协副秘书长陶勤表示，作为艺术领

域中重要构成部分的美术，尤其是北京

双年展主要展示的绘画与雕塑，因其

“无国界”与“无障碍”的从视觉到心灵

的沟通优势，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有着

先天优势和不可替代性。

“艺术是人类心灵的产物，最便于

沟通人类的心灵。丝路精神拥有全人

类共享的精神价值，本届展览主题获

得了当代世界各国艺术家的普遍关注

和认同，应征投稿空前踊跃。参展艺

术家不限于丝路沿线国家，也包括非

丝路沿线国家的众多艺术家。总体来

看，本届参展作品特别是外国作品的

艺术质量明显高于往届。可以说，本

届参展作品本身就是世界文明交流互

鉴的结果，就是东西方文明在丝路题

材上交流融合的艺术表现。”展览策划

委员王镛说。

“丝绸之路不是全新的概念，它一

直促进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北京双年

展的艺术家和作品来自于世界的各个

地方，以‘丝路精神’这个主题在众多美

术双年展当中脱颖而出，让我们见证了

东西方文艺复兴的新开端。”奥地利艺

术家潘特纳·埃尔马·安东说。

“当两年前我们在讨论双年展主题

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些迟疑：丝绸之

路这个主题能得到广大的艺术家，尤其

是能得到国外艺术家的理解和积极参

与吗？但是通过展出的作品和各国艺

术家在交流中表达的观点，让我对曾经

的迟疑感到惭愧，艺术家们对丝绸之路

以及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理解和表达

十分深入。”北京双年展顾问、中央美术

学院教授邵大箴说，“本届展览达到如

此规模，与其说是北京双年展日益提升

的国际知名度、影响力和吸引力，倒不

如说是‘丝绸之路’的感召唤起了全世

界艺术家心中对于文明传承和文化交

流的守望之情。”

文化自信是深入交流的基础

展览国际策划委员代表温琴佐·桑

福说：“北京双年展在我眼中是一个奇

迹，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美术展览达到

过 100 个参展国家这样的规模，而北京

双年展做到了，仅仅用了 15 年的时间，

在这一点上超过了起步早和资历更老

的其他艺术双年展。为什么西方的艺

术家如此渴望和中国的艺术家进行接

触、交流？正是因为北京双年展内在精

神的吸引。”

“这次展览是古代和现代丝绸之路

融合的见证，也是中国和世界沟通的见

证。它显示了中国文化是一种包容性

的文化，而且可以将贸易、商业、人文交

流融会贯通。”埃及艺术家夸瑟尔·埃

尔·谢里夫说。

法国美术家协会主席雷米·阿隆认

为，当代艺术之间的对应关系是为数众

多的，且内涵特别丰富。“丝绸之路给

我的第一印象，它是一条路，是一个运

动的概念，再就是一种跋涉……这条

路象征着走向其他国家、其他地区、其

他民族和其他文化的必要性。它是一

条包容的共性之路。在我们看来，我们

也可以理解这种跋涉的必要性，但必须

根植于艺术家自己的文化，甚至自己的

土壤之中。通过展览，我们在尝试探求

一些组合，让我们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

的艺术家，能够更加生动地看清‘一带

一路’。这当然是全球外交与文化的对

话，从中也能看到它为艺术发展带来的

活力。”他说。

“从创办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开

始，十余年来，北京双年展连续邀请世

界各国的美术家、理论家参与其中，已

经有 4000 余位各国艺术家的作品在北

京双年展的平台上得以平等展示。在

展览展示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国外艺

术家对中国各个方面的发展面貌也都

非常感兴趣，搭建这样的展览平台是中

国美术争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步骤，为

提高文化自信、加强文化自觉做出了应

有贡献。以‘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与

古今活力带动创作，是近两年美术事业

发展的潮流。作为坚持以架上绘画和

雕塑为主，来展现对地域与国际、文化

与历史、艺术与时代新思考的中国北京

国际美术双年展和第七届主题‘丝路与

世界文明’的确立，将这一创作趋势带

到了国际舞台，在更为广阔的空间里激

发了思想的碰撞，同时深化了中国的文

化主张。”徐里说。

本报讯 （记者施晓琴）日前，首届

“凤凰艺术年展”在湖南凤凰古城拉开

帷幕。展览汇聚了来自中国、法国、意

大利、西班牙、卢森堡、瑞士六国的 19名

艺术家的 200 余件作品，以期为观众呈

现世界范围内当代艺术的发展概况，并

借此推动中国当代艺术更加深入的挖

掘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当代性转换，建

构与西方当代艺术“和而不同”的艺术

标准和价值体系，担负起探索全新的艺

术方位与路径的重任。

此次“凤凰艺术年展”分为 7 个展

场，通过散布在凤凰古镇的当代水墨艺

术、当代油画、雕塑艺术、新媒体艺术和

新手工艺等作品，共同构筑了一次群落

状、无边界的国际艺术展览活动。主办

方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沟通历史，对话

当代”“关注当代，融入自然”的展示方

式，能给予当代艺术和古镇文化以新的

内涵。展览总策展人张晓凌介绍，首届

“凤凰艺术年展”以“超当代”为主题，借

助凤凰古镇的历史文脉来反思当代艺

术的同时，也希望当代艺术能够唤醒和

重塑这座古镇的文脉。中国美术家协

会名誉主席靳尚谊表示，在湘西凤凰

这个富有古老文化特色的古镇上举办

这 样 一 个 具 有 国 际 视 野 的 当 代 艺 术

展，可以说是为发展中国当代的艺术、

促进世界交流做出了探索与贡献。“这

是一次比较大胆的尝试，希望凤凰艺

术年展能够越办越好，将中国特色与

国际性视野相结合，形成持续而巨大的

影响力。”他说。

本次活动由凤凰艺术年展开幕式、

凤凰之夜暨凤凰艺术奖颁奖典礼和凤

凰国际艺术论坛三部分组成。同时，

凤凰艺术年展也将艺术与公益结合，

此次凤凰艺术基金资助了 10 名来自西

北两所学校的学生，希望引导与助力

那些热爱艺术且有艺术潜能，但身处

条件相对落后的地区的孩子们，给予

他们追求艺术发展的机会和条件。此

次展览由凤凰艺术年展组委会主办，

凤 凰 古 城 文 化 旅 游 投 资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北京易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共同

承办，中国国家画院、中国美术报社、

《中国美术报》网、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人民政府、凤凰县人民政府为支

持单位。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 10月 29日。

首届“凤凰艺术年展”探索“超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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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英法等国开启中国摄影家版权保护
本报讯 日前，全球视觉艺术家

联盟（CIAGP）理事会在美国纽约哈

佛大学俱乐部召开，中国摄影著作

权协会总干事林涛与美国艺术家版

权协会、英国视觉艺术家协会、法国

视觉艺术家协会、西班牙艺术家版

权协会、瑞典视觉艺术家协会、日本

美术著作权协会和澳大利亚视觉艺

术家协会的负责人签订了版权保护

协议，该协议约定将率先由美、英、

法、西、瑞、日、澳这 7 个国家先行启

动对中国摄影家的版权进行保护，

在这 7 个国家的互联网、公共传播领

域（包 括 有 线 、无 线 电 视 和 卫 星 传

播）、展览、广告、出版、租赁租借、任

何类型的复制以及私人复制等多个

领域为中国的摄影家收取使用费，

并把这些使用费转交给中国摄影著

作权协会。此次中摄权与 7 国签订

版权保护协议，是继中国音乐之后

视觉艺术领域与国际社会版权保护

合作的又一新的开端，这不仅会为

中国艺术家带来收益，也将为推动

国际版权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而产

生积极影响。

（徵羽）

黑龙江艺术家国际艺术交流项目启动
本报讯 日前，由黑龙江省美术

馆组织的“一带一路·黑龙江艺术家

国际艺术交流项目”采风团在“华夏

东极”黑瞎子岛举行启动仪式。按

照规划，本项目对应黑龙江“一带一

路”相关建设，定期 3 年完成。黑龙

江省美术馆负责组织画家用视觉艺

术记录黑龙江“一带一路”建设的宏

伟面貌和建设者的风采，描绘“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历史文化、人文地

理 、自 然 风 光 、民 俗 风 情 和 当 代 风

貌，进而形成“一带一路”主题系列

作 品 。 届 时 ，将 有 近 百 名 国 画 、油

画、版画、雕塑、水彩画等美术门类

的艺术家参与。项目结束后，将形

成一个文献展，一部文献集，一部专

题片和具有鲜明主题性、文献性、艺

术性、地域性及永久性的艺术展览，

在国内外巡展。同时，黑龙江省还

将引进“一带一路”所涉国家和地区

的优秀艺术作品，用艺术交流实现

民心相通。启动仪式结束后，首批

参加采风写生的 20 余位艺术家即在

黑瞎子岛、抓吉、抚远、同江、街津口

及依兰等地开始了采风创作活动。

（美文）

迷宫（油画） 180×350厘米 2013年 意大利 朱塞佩·莫迪卡

艺术家白蒂在奥展示“内观之境”
本报讯 由奥地利艺术论坛美

术 馆 主 办 的 中 国 艺 术 家 白 蒂 个 展

“内观之境”展出一个月后，日前在

维也纳落下帷幕。精心策划的闭幕

式上，艺术家白蒂联手俄罗斯小提

琴家 Yury Revich，在展厅现场进行

了绘画与音乐创作表演，为现场众

多艺术爱好者献上一场独具魅力的

音画盛宴。

伴随小提琴家 Yury Revich 的

音乐韵律，艺术家白蒂现场绘制抽

象油画作品，作品同样延续其一直

以来的创作主题——原子弹爆炸后

的场景交织着人性、环境以及压力

的影响。在活动现场，白蒂还与维

也纳当地学生共同完成了行为艺术

作品，塑封薄膜捆绑住的表演者象

征着外界压力对人类的束缚。

本次展览由前德国联邦美术馆

馆长、德国著名当代艺术史学家 Dr.

Wenzel Jacob 担任策展人，共展出

白蒂油画作品 35 件。这些作品展示

了艺术家在探求人的精神世界刻画

的同时，也将情绪寄托于物、景，存

心于物、寓意于象的追求。在策展

人看来，展览命名为“内观之境”，是

因为这些空间里疏远的背景并不是

人物存在的环境，真正的环境是逆

转于人性深处的内部世界。这个内

部 的 世 界 因 幽 闭 恐 惧 症 而 作 用 于

人，且不断收缩。白蒂围绕着这个

主题阐释自己对人性中的暴力、麻

木和孤独感的解读。

德国博物馆协会主席、科布伦茨路

德维希美术馆馆长Beate Reifenscheid

评论道，白蒂的画面不带任何罗曼蒂

克的因子，而是都笼罩着一种浓厚的

忧郁气氛。她的近期作品大都缺乏明

亮的光线，画中人物都孑然一人，看上

去茫然沉浸在某种思绪中，显得心不

在焉。白蒂发展出一套自己的个性化

绘画语言，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本人以

及她这一代年轻人的生活感受。白蒂

在作为画家的自己和她的作品观赏者

之间构建了一堵假想的墙壁，距离就

是通过这堵墙壁制造出来的。通过保

持这一必要的距离，才能窥视她的作

品中身处孤独和压迫之中的人物的

精神世界。正是因为如此，她才不

动声色地、但同时又带有高度的敏

感和凭借杰出的视觉表现力，来不

断地讲述她这一代人的故事。绘画

作为一种表现方式在她这里被体现

得淋漓尽致，因为她充分利用了这

一必不可少的自由，来探索生存的

意义。 （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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