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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章

画院动态

艺术革新与渔村蜕变
——以深圳画院推动中国画创新为例

从小渔村到大都市，从一片荒芜到

枝繁叶茂，无论经济还是文化，40 年来

深圳都经历了从无到有的飞速发展。

作为体制内唯一一家专业美术创研机

构，深圳画院在改革开放中应运而生，

它不仅是深圳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也

是特区建设的实践者，它走过的道路

浓缩了这座城市勇于创新、开放包容

的精神品格，也是深圳美术事业从起

步到发展、从壮大到繁荣的时代缩影

和典型代表。

提出与时代同步的革新课题

特区成立之初，深圳美术创作人才

缺乏，基本没有专业美术工作者，更没

有专业美术机构。1980 年深圳经济特

区建立之后，众多艺术家南下，为深圳

艺术事业注入了活力。但是，这些艺术

家大多没能完全融入深圳飞速发展的

城市生活，仍然延续在内地的艺术语

言，导致能够深入和细腻反映深圳人生

活、思想的精品力作并不多，而深圳本

土美术精品的生产创作也不突出。

这种情况随着 1986 年深圳画院的

成立发生了改变。上世纪 90年代初，深

圳画院开展了以“深圳画家画深圳”为

题的创作活动，产生了一批表现改革开

放时代风貌的作品，为当时的画坛带来

了一股新鲜气息。这项活动延续至今，

已积累了大量反映时代特征的优秀作

品，其中，描绘改革开放历史的百米长

卷《画说深圳》还在全国美展中获奖。

画深圳的实践，也引发了深圳美术工作

者对中国画和当代生活关系的理论思

考。在此基础上，深圳画院又大胆提出

了“城市山水画”这一课题，得到当时全

国政协副主席钱学森的高度评价，《人

民日报》还刊发“如画新城”专版开展讨

论，为全国的美术家提出了一个崭新的

研究和实践领域。10年后，城市山水画

逐渐成为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画家们共

同求索的课题。在 1995 年中国美协主

办、深圳画院承办的“全国城市山水画

展”作品征集中，有近千位画家作品参

选，展示了中国画创新的这一可喜成

果，这也是深圳画院秉承深圳创新品格

所推出的一系列创新课题的肇始。

注重特色题材和多元技法

城市化是改革开放近 40 年来中国

社会最重大的变革之一，而深圳正是对

应这一问题的典型范例。对于中国画

而言，城市化过程改变的不仅仅是它的

描绘对象，更是中国画和现实之间的关

系。人类从未经历过的巨大的城市化

过程，向中国画这一传统绘画形式提出

了深刻挑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

董小明为院长的深圳画院又提出并实

践了“城市山水画”等一系列相关的学

术课题，并于 2000 年进一步推出了“都

市与水墨”课题，通过各种新形式的艺

术创作来共同探求水墨画在当代都市

文化生态中的发展空间，以推动传统中

国画走进当代、走向世界。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和先行地，

以改革开放和城市发展为题材的美术

创作，是深圳美术机构、艺术家的资源

优势和共同追求。多年来，深圳画院始

终坚持“画深圳”的主题创作，产生了一

大批具有文化特色的优秀作品，从中可

以清晰地感受到深圳市发展的不同阶

段，这些作品也记录和呈现了深圳从一

个小渔村蜕变成大都市的传奇经历。

同时，改革开放也充分肯定了艺术

家个人在艺术创作中的主体地位和重

要作用，这无疑使艺术家可以获得更多

的伸展自由，加之他们不同的创作思

想，必然构成深圳整体艺术风貌的现代

性、创新性和移民文化的混融性特征。

深圳画院有意识对这一特有文化现象进

行引导，提出了中国画的创新应该走出

形式、技巧的局限，直面观念的更新和

创作母题的拓展。早在 2000 年，深圳

画院即通过艺术创作和学术讨论，探

求水墨画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生存状

态和发展空间，力求赋予这一传统艺

术以新的观念，丰富其精神内涵，拓展

其表现形式，积极关注当代多种艺术

融合发展的趋势。同时，在展事策划

上也逐渐转换传统模式，构建现代艺

术形态，曾出现“设计与水墨”“空间与

水墨”“新媒体与水墨”等多种语言混

搭 的 、丰 富 的 创 新 形 式 ，在 艺 术 领 域

中实践了深圳“崇尚创新、宽容失败”兼

收并蓄的文化精神。

努力打造深圳特有的美术学派

近年来，通过深圳画院的积极推广

和探索，“都市水墨”课题已延伸至全国

乃至海外众多国家和地区。深圳画院

主创的“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深圳水

墨论坛”“深港水墨艺术交流展”等文化

品牌，提出的“深圳画家画深圳”“城市

山水画”“都市水墨”等学术课题，也点

燃了艺术革新的电光火石，在深圳乃至

全国催生了众多实验性水墨作品，涌现

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正是基

于此，中国国家画院新近成立的“都市

水墨研究所”也选择落户深圳画院，它

将深入研究都市水墨的生存状态和发

展趋势，使“都市水墨”课题上升为国家

美术战略层面。深圳画院名誉院长、国

家画院都市水墨研究所所长董小明认

为：“都市水墨是新时期中国美术的转

型，是传统中国画发展的重要课题，是

深圳生长出来的代表时代的新题材。

国家画院站在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高

度，将‘都市水墨研究所’日常机构设在

都市水墨的起源之地，这是对深圳美

术、深圳水墨画多年发展的一个肯定，

对未来深圳乃至全国的都市水墨探索

会产生积极作用。”

2017 年 9 月，深圳召开了全市美术

工作座谈会，将美术工作提升至全市文

化发展战略的重要高度。深圳市委常

委、宣传部长李小甘在座谈会上鼓励深

圳艺术工作者努力探索具有深圳地域

特色的艺术风格和语言，推出具有全

国性影响力的画家群落与美术流派，

并心怀谦卑、志存高远，敢于亮出“深

圳 画 派 ”的 旗 帜 ，以 此 作 为 今 后 一 个

时 期 的 奋 斗 目 标 ，不 断 从 理 论 上 、学

术 上 对 深 圳 美 术 现 象 进 行 梳 理 、总

结、提炼，形成深圳特有的美术学派。

在全国上下积极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

的重要时刻，深圳画院要进一步深入

学习和贯彻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的重要讲话精神，不忘初心、奋发

作为，以艺术铭记历史，以丹青绘就时

代，以文化创新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

挺立潮头、勇当尖兵，努力推动深圳美

术工作迈上新台阶，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美术工作者的

更大贡献。

（作者系深圳画院院长）

日前，上海中国画院举办了“木石传真——赖

少其文献作品展”，以纪念这位画院创始者之一的

艺术家对上海美术事业作出的贡献。此次展览也

是上海中国画院继去年 60 周年之际推出“开宗明义

第一章——上海中国画院文献展”以来，又一次以

回顾老一辈艺术家筹建画院辉煌历史为主题的文

献展。

作为解放之初上海美术事业的开拓者，1952

年，经中共中央决定，赖少其从南京调任上海，负责

着手筹建华东文联的各项事宜。当时的上海画界，

不少画家因时局变革，对新社会尚存芥蒂，赖少其

得知这一情况后，首先对国画艺术给予了充分的肯

定与支持。他清醒地认识到，若要推动上海的文化

建设，就必须要打消画家心中的疑虑，把他们团结

起来。于是，他不辞辛劳，东奔西走，以真诚的姿态

邀请沪上画家共谋美术事业的发展大计。筹建华

东美术家协会（今上海美术家协会）时，他推选黄宾

虹为华东美术家协会主席；又延邀花鸟大家唐云出

山，担任华东美协展览部主任。在上世纪 50 年代，

林风眠的绘画尚不被许多人接受，赖少其力排众

议，提名林风眠为美协的专业画家。此外，赖少其

还向老一辈画家虚心求教，登门拜访，与许多人结

成忘年之交。

不久，中央接受了周恩来总理的提议，决定在

北京和上海各成立一所中国画院。画院筹建的宗

旨是解决于沪上定居的书画名家的生计、研究中国

绘画的存续发展，以及吸收和培养江浙一带有实力

且有影响力的画家，赖少其被指定为上海中国画院

筹委会主任。到任后，在他的多方组织下，朱屺瞻、

钱瘦铁、江寒汀、来楚生、张大壮等一批名家进入到

画院。赖少其全心全意地投入于画院建设，善于团

结画家，与画家交心，甚至出面调解了吴湖帆与贺

天健两人多年的恩怨隔阂；最终吴、贺二人冰释前嫌，

握手言欢，传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佳话。很多画家被赖

少其的真诚所打动，都将其视作知己。比如林风眠，与

赖少其的友谊就颇为深厚。在一次文艺座谈会上，一

向寡言少语的林风眠竟然踊跃发言说，他“已和赖少其

同志挑战，要下工厂参加劳动锻炼，改造思想，做一个

工人阶级的艺术家”（《促进社会主义美术事业大繁

荣》，1958年4月1日《美术》），这一番发自肺腑的话，由

此可见两人深厚的战斗友谊。在赖少其的不懈努力

下，许多优秀的国画家团结在了画院的周围，从此上海

中国画院成为华东地区中国画研究的中心，被誉为

中国美术界的“半壁江山”。

在上海工作期间，赖少其敏感地意识到 50 年

代中国画界对传统的忽视、对笔墨生发的淡漠。

因此工作之余，他向许多深谙传统精髓的老画家

学习。他极力推崇黄宾虹的艺术，在黄宾虹的指

导下，赖少其开始学习国画。黄宾虹十分主张临

摹古画，说“画不师古，未有能成家者”，又说“取古

人之长，皆为己有，而自存面貌之真，不与人同”。

受黄宾虹启迪，赖少其以传统为师，学古人精神，

从古人的笔墨中研究各家笔墨皴法。在当时，很

多人对黄宾虹的艺术不甚理解，评价不一。有人

认为他的画太黑，甚至批评 “满纸墨垢，不成画

理”。1954 年，赖少其在上海为黄宾虹举行画展

时，即受到了很多指责。不过赖少其并没有因为

这些而退缩，反而更加保护老画家，深入传统、虚

心求学，因此赖少其的绘画既能展示前人丰富的皴

擦勾勒和位置经营，也同样涵盖今人能接受的时代

物象，这是其艺术的独特之处。

1959 年，赖少其离开了上海，调任安徽省委宣

传部任副部长兼省文联主席。从此，安徽成为了赖

少其的第二故乡，一待就是整整 27 年，他也将江淮

大地视作丰富自己艺术生涯的精神家园。虽然在

上海只有短短七年时间，可赖少其对上海文化发展

的贡献却是无比巨大的。他主持筹建了华东美术

家协会、上海美术馆以及上海中国画院，都成为了

如今上海美术活动的重要场所。他对黄宾虹等老

一辈国画艺术家的推崇和保护，其格局与眼界之

高，亦是同时代的很多艺术家无法比肩的。赖少其

是从革命中一步步走来的战士，却拥有着艺术家至

淳的浪漫情怀和劳动者踏实肯干、无私奉献的品

质，这份革命者才具有的气度和魄力，也必将在其

所留下的绘画艺术里继续闪耀着它高洁的光芒。

赖少其在上海 熊炜

我父亲赖少其先生与上海美术事业有着特殊

的缘分：上世纪 30年代，鲁迅先生在上海倡导新兴

木刻运动，赖少其和李桦在广州积极响应，创建“现

代版画研究会”，创办抗战刊物，创作了大批抗日救

亡作品。我父亲当时寄给鲁迅先生的近百件木刻

作品及文章，现作为国家二级文物及文献史料保存

于上海鲁迅纪念馆。他和李桦负责组织“第二届全

国抗敌木刻作品展”于 1936年在上海展出，这也是

鲁迅先生生前参观的最后一个展览。

1939年，父亲参加新四军，投身抗日战争最前线，

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英勇战斗，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

1952年，父亲从南京调至上海担任华东文艺界主要领

导，负责筹建华东文联和美协，并于1954年4月21日成

立了华东美协。1956年8月，他担任上海中国画院筹委

会主任，筹建的上海美术馆于同年开馆。

父亲十分尊重黄宾虹、傅抱石、林风眠、唐云、

潘天寿、朱屺瞻、谢稚柳、吴湖帆、王个簃、陆俨少、贺

天健、白蕉、来楚生、江寒汀等书画名家，亲自登门拜

访，邀请他们参加美协、画院的组织以及公共活动。

他爱护、团结和保护画家，和他们密切交往并逐渐结

为挚友。经过我父亲的不懈努力，为新中国初期华

东和上海的文化事业建设及发展，起了开拓性的重

要作用。父亲和上海市老一代领导陈毅、陈丕显、陶

勇、胡立教、陈国栋、汪道涵、王一平、夏征农以及文

艺界人士沈柔坚、吕蒙、杨涵、峻青、沈西蒙等都是关

系密切的好友，并于上世纪80年代先后应邀为东湖

宾馆、西郊宾馆、田林宾馆、延安饭店等创作了多件

大幅国画和书法作品，为上海留下了艺术珍品。

1958 年，父亲在上海从临习陈老莲作品开始进

入中国画艺术，他到龙华写生并创作了一批精致的花

卉作品。1959年至1985年，他调到安徽负责文艺界工

作，其间，注重传统继承和深入生活，坚持书画创作，在

多个领域都取得成就。之后于1986年定居广州，进行

了“丙寅变法”，创作了大批极具特色的作品。

1980年12月，上海市美协和安徽省美协联合在

上海美术馆举行了“赖少其书画展览”。1995年10月，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文化局在上海美术馆举

办了“赖少其书画回顾展”并召开专题研讨会，父亲将部

分山水画和书法作品捐赠给上海美术馆。2008年12

月，上海市徐汇艺术馆举办了“木石精神——赖少其晚

年精品展”并出版画册。2015年，适逢父亲百年诞辰，

“大道之道——赖少其诞辰百年作品展”继广东美术

馆首展后，第二站即亮相中华艺术宫。今年，“木石

传真——赖少其文献作品展”又使我父亲以另一种形

式来到了上海中国画院，再续与上海的历史情缘。

父亲的“上海情缘” 赖晓峰

广东画院举办2017创作年度展
本报讯 日前，“广东画院创作年

度展（2017）”在广东美术馆举办，共

展出 62 名广东画院在职画家、签约

画家以及青年画院画家新近创作的

107 件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版

画、漆画等多个艺术门类。

一年一度的广东画院创作年度

展、广东画院作品巡回展，两年一届

的学术提名展以及“1 荐 1——广东

美术名家荐才行动”四大学术展览品

牌，是广东画院在新时期践行“学术

立 院 ”宗 旨 的 重 要 学 术 举 措 。 自

2005 年以来，广东画院创作年度展

已连续举办了 13 届。通过集中展示

在职画家、签约画家以及青年画院画

家——这三大学术队伍的年度新作，

向社会大众进行本年度美术创作的

总结汇报，接受专业考问与学界的检

阅，以此不断鞭策画院画家艺术思想

和技巧语言的提高、成熟、完善。

此次展览中，许钦松的 9 米山水

长卷《烟江归海图》、林永康的油画

《大潮起珠江——习仲勋与特区建

设》、冯少协的油画《欧洲行·中国货

轮》、李东伟的国画巨作《和风扬帆》、

黄国武的国画《远水平沙——万江》、

孙洪敏的油画《女孩日记》等，均为本

年度力作，引人注目。

“新时代的到来，要求我们焕发新

状态，做出新作为，创造更多新业绩。

广东画院创作年度展（2017）的举办，

相信无论是作为观众，还是作为创作

者、研究者，都能充分感受收获的欣慰

和交流的喜悦。从这些题材丰富、形

式多样的各类作品中，可以体会到在

过去一年的实践创作中，画家们将植

根生活、植根人民，关注民族民生，把

握时代脉搏的艺术意识以及对社会、

对生活深刻理解的艺术思想，融入学

术工作及艺术创作之中。”广东画院院

长许钦松说，此次展览体现了广东画

院的中青年艺术家在多元交响、匠心

着意、塑魂立人、溯源追梦等不同层

面的努力探索。 （天颖）

江苏省国画院走进泗阳“结对子”
本报讯 日前，江苏省国画院党

总支前往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爱园

镇洪园村开展了省级以上文明单位

与省定经济薄弱村“城乡结对、文明

共建”活动，实地考察爱园镇桃果展

示馆、泗沭县政府史料陈列馆建设工

程、“百年梨园”以及省文化厅帮扶援

建的洪园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项目，

并举行了书画捐赠仪式和书画家现

场创作活动。

画院党总支负责同志对爱园镇

以及洪园村社会发展、经济建设以

及 开 展 精 准 脱 贫 工 作 表 示 充 分 肯

定，并就进一步深化与洪园村的结

对共建活动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

充分利用好洪园村综合文化服务中

心这个阵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

活 动 来 增 强 群 众 的 幸 福 感 和 获 得

感 。 二 是 要 充 分 挖 掘 乡 村 文 化 资

源，培养民间艺人、文化能人，特别

要为当地的书画爱好者搭建一个展

示自我和施展才华的舞台。三是要

坚持因地制宜，利用文化建设方面

的优势，帮助洪园村培育乡风民风、

打造优美环境，以“城乡结对、文明

共建”助推全面小康建设。

在捐赠仪式上，江苏省国画院把

近几年出版发行的大型书画册 50 余

册以及装裱好的书画作品 10 余幅捐

献给洪园村。爱园镇党委书记激动

地说，书画家们送来的不仅是农村致

富的希望，更是农民富“脑袋”的精神

食粮。最后，书画家们铺毡叠纸、挥

毫泼墨，现场创作书法作品，一句句

励志格言、一声声对美丽乡村的浓浓

祝福，在笔墨丹青中迅速传递开来，

让当地群众感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

艺术魅力。 （美周）

甘肃省专业画院展示“陇山陇水陇人”
本报讯 日前，“陇山·陇水·陇

人——第七届甘肃省专业画院作品

展”在甘肃美术馆开幕，共展出甘肃

省专业画院和部分文化单位画家近

年来创作的精品力作百余幅，具有鲜

明的时代气息和浓郁的地方特色。

此次展览由甘肃省文化厅主办，

甘肃画院、甘肃美术馆、甘肃书法院

承办，是具有双年展性质的展览，已

持续 14 年。该项目曾荣获文化部

“2013-2014 年度全国美术馆优秀项

目”，入选 2013 年“文化部三年扶持

项目成果展”等，是甘肃美术的品牌

性展览。

“此次展览也是全省广大专业画

院美术工作者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等系列讲话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进

行无愧于时代的创作探索的最新成

果展示。”甘肃画院院长李伟表示，历

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甘肃艺术家

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积极围绕“一

带一路”的伟大倡议，用画笔讴歌党、

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用丹

青描绘陇山、陇水、陇人的新气象、新

面貌，创作出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

的好作品。 （高素娜）

“赵胥作品展”亮相北京画院美术馆
本报讯（记者 施晓琴）10 月 31

日，由北京画院美术馆、北京大学公

共考古与艺术中心、北京大学美学

与美育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绘事

后素——赵胥作品展”在北京画院美

术馆开幕。展览展出了艺术家赵胥

近 10年来集中创作的水墨作品 40余

件，涵盖了画家时常表现的枯荷、赏

石、古柏等内容，包括由湖州赵孟頫

松雪斋得到灵感创作的《莲花庄一

角》，以及跨越 4 年时光完成的《十二

钗》系列作品。此外，赵胥还专门为

本次展览创作了一幅描绘青铜礼器

的高头大卷《斯文在兹》，收录了宝鸡

石 鼓 山 出 土 的 西 周 贵 族 青 铜 器 28

件，全卷以水墨点染的方式为千年宝

物写照，精美绝伦，是此次展览的重

要看点之一。

赵胥少时即师从鉴定家杨仁恺，

在中国传统书画领域深受陶冶。大

学期间于中央美术学院潜心学艺，在

壁画系专业学习之外，留心于中西方

传统绘画语言的训练，并自觉探索传

统审美趣味的现代性表达，完成了一

批 体 现 个 人 旨 趣 与 创 新 精 神 的 作

品。近 10 年来，赵胥专注于通过传

统水墨媒介表达个人对于中国传统

文化和历史的认知。

大潮起珠江——习仲勋与特区建设（油画） 265×250厘米 林永康

2017

年10

月1 9

日
，﹃
水
墨
双
城
—
—
第
七

届
深
港
水
墨
艺
术
交
流
展
﹄
暨
首
届
﹃
深
港
美
术
交

流
展
香
港
巡
展
﹄
在
香
港
中
央
图
书
馆
开
幕
。
图

为
观
众
看
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