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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

美术馆动态

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厦门市文化广

电新闻出版局主办，中国美协漆画艺委

会、厦门市美术馆承办的“2017中国（厦

门）漆画展”将于 11 月 23 日至 2018 年 1

月 11 日在厦门市美术馆举办，来自全

国各地的 260件作品呈现了漆画家们以

人民为中心、以主旋律为主调、以中国

梦追求为主线、以中国文化品质为血

脉，用传移妙想、多彩画笔讲述中国改

革开放的恢弘路径、壮阔图景和亿万人

民的伟大情怀、动人故事。

全市聚力
打造漆画之都

展览共收到来自全国各省、市、自

治区 1109 件作品，经过中国美协的初

评、复评，最终 260 件作品入选参展（其

中前 60 名作者具备申请加入中国美协

会员资格一次），入选规模较往届明显

提升。为做大做强厦门漆画艺术品牌，

此次展览还首度发动国家、省、市三级

漆画艺委会联动办展，首次呈现了三级

艺委会的漆画发展面貌。既有中国美

协漆画艺委会主办的“第一回全国获奖

漆画家作品联展”，也有福建省美协漆

画艺委会主办的“福建省高校漆画教学

成果展”，还有厦门市美协漆画艺委会

主办的“第三届厦门市美协漆画艺委会

作品展”等，为观众立体呈现了我国漆

画艺术的创作成就与发展趋势。除此

之外，厦门市还举全力推出了系列配套

展览，包括“漆彩华章——厦门市美术

馆馆藏漆画精品展”“2017 国家艺术基

金·高校漆画教育人才培养项目学员作

品展”“首届福建小幅漆画作品展”“中

国当代青年漆画家获奖作品展暨‘漆水

流觞’漆画委约作品签约仪式”“田园漆

味——厦门翔安农民漆画非遗专题展”

等，一方面让公众了解福建漆画创作的

整体力量和领先态势，呈现漆画艺术的

发展脉络；另一方面也通过展览凝心聚

力，融合省内外各级政府机构、高校、画

廊等力量，进一步扩大漆画艺术的社会

影响力，提高公众对漆画艺术的关注参

与度。

漆画是植根于中国深厚漆文化传

统的新兴画种。厦门作为中国现代漆

画艺术的发源地之一，自上世纪 70 年

代鼓浪屿工艺美校（即福州大学厦门工

艺美术学院）就开展了全国最早的现代

漆画艺术教学和传播工作，为福建乃至

全国培养了大批漆画创作人才。跨入

21世纪，中国漆画发展的大事几乎都与

厦门有关，全国性漆画展览、全国美展

等大型展览，厦门乃至福建的漆画艺术

家都有大批入选。“中国（厦门）漆画展”

在厦门已举办 5 届，对于激发全国漆画

艺术创作热情、壮大漆画创作队伍、弘

扬中国传统漆文化、打造厦门城市漆画

艺术品牌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目前，

中国美协漆画艺术委员会再度回归厦

门，这为厦门打造漆画之都提供了新机

遇、新动力和新内涵。

系列推广
营造城市氛围

本届展览把握时代性、学术性、多

元性、创新性原则，于内容、形式上也进

一步突破，除主题展和配套展外，还推

出了教育讲堂、学术研讨会以及收藏家

与画家签约仪式等一系列活动，力求从

精品创作、学术理论、艺术市场等各方

面推动中国当代漆画艺术的发展。

一是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厦门市文

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的“2017 中国

（厦门）漆画展论坛”，邀请中国国家画

院原副院长、中国美协理论艺委会副主

任张晓凌作为学术主持，汇聚全国著名

专家皮道坚、洪惠镇等，以“中国漆画，

地域主义文化崛起的象征”为主题，探

讨有关漆画历史的研究、漆画的绘画性

与工艺性之关系、漆画审美的当代性建

构等学术界热议的课题，推动中国漆画

加快主流化、国际化进程。二是中国美

协漆画艺委会主办的“2017中国（厦门）

漆画展优秀作品创作交流研讨会”，由

中国美协漆画艺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汤志义作学术主持，邀请国内漆画领域

知名艺术家、学者、获奖作者等参与研

讨，对优秀作品进行学术探讨，对漆画

艺术如何在新时期取得新突破、实现新

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三是举办“艺术

厦门·漆画有约——公益大讲堂”公共

教育活动，以“漆画的形成”“漆画的鉴

赏”“漆画的生活”“漆画的未来”“漆画

的收藏”五个不同角度拓展公众视野，

让其了解漆画历史、漆画审美、漆画收

藏等，为漆画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一个

与专业学者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四是

以“艺术厦门·漆画有约——公益大讲

堂”公共教育内容为素材，通过媒体向

社会传播漆画创作的复杂、艰难与价

值，普及漆画艺术知识，进一步吸引政

府与社会对全国漆画艺术发展与厦门

漆画品牌打造的关注与支持。

除此之外，为促成漆画艺术与地方

产业园区的合作，推动厦门成为全国现

代漆画艺术市场，主办方还将先期召开

中国现代漆画艺术区研讨会，待时机成

熟时举行签约仪式。中国现代漆画艺

术区的形成将为厦门乃至全国打造一

个漆画产业链，使该艺术产业进入良性

循环发展的新阶段，不仅成为厦门文化

发展的新引擎，也是厦门城市经济发展

的新力量，同时为漆画艺术的引领与全

国推动注入活力，创造未来。

据悉，本届展览还将采用全方位、

多渠道的模式，通过互联网、纸媒、自媒

体、户外海报等多种方式，分阶段循环

传播各项展览信息，以期让更多民众参

与其中，营造一个充盈着浓厚漆画艺术

氛围的城市。

美周

11 月 9 日，“双璧华章——马孟容

马公愚昆仲书画展”在浙江美术馆开

幕。本次展览围绕温州有名的文化世

家马氏家族进行，以马孟容、马公愚为

核心，共展出马氏昆仲、马氏家族历代

成员、名家好友酬赠书画 130 多件，包

括条幅、对联、扇面、手卷，以及题跋、手

稿、信札、照片等，展厅现场还展示了马

氏昆仲铜像、蜡像，实景还原了马氏昆

仲和朱自清的亲密交往场景。

各有所长 被誉为“永嘉二难”

马孟容（1892-1932），毕业于浙江

高等学校（今浙江大学前身），获理科学

士学位。毕业后任教于母校、第十师范

学校等。1914 年与同仁在温州创办东

瓯美术会。后赴上海发展，1926年应上

海美专校长刘海粟之聘，任该校国画系

教授。1929 年与同仁在上海创办中国

艺术专科学校，同年在上海创办中国文

艺社。1927 年与何香凝、柳亚子、经亨

颐等人创立“寒之友社”，1932年在上海

组织中华学艺社，积极参加上海书画界

活动，与吴昌硕、王一亭、朱古微、赵叔

孺、张大千、诸德彝诸名家交往情深。马

孟容天资聪颖，笃嗜书画，在上世纪 20

年代即走出一条非常成功的中西结合道

路，其作品在国外如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比利时博览会、法兰西美术展览会、日本

东京绘画展览会展出，皆得最高荣誉。

1932 年，马孟容因急病英年早逝，年仅

41 岁。于右任先生闻噩痛悼：“孟容之

逝，使中国美术界文艺界俱有损失，愿爱

孟容者努力，令其精神不死！”

马公愚（1894-1969），马孟容胞弟，

毕业于浙江高等学校，获文科学士学

位。毕业后回母校任教，郑振铎、苏步

青、夏鼐等都是他的得意门生。马公愚

幼承家学，治学严谨，勤勉过人，工诗

文，书、画、篆刻均有极高造诣，素有“书

法宗匠”“艺苑全才”之誉，与马孟容均

蜚声海内外，被誉为“永嘉二难”。《上海

百年文化史》评论：20 世纪三四十年代

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沈尹默、邓散

木、马公愚、潘伯鹰、白蕉、章士钊、乔大

壮、汪东、曾履川等人，在上海高举“帖

学”大纛，崇尚晋唐，力追“二王”。他们

文化素养颇高，心态文雅闲适，共同选

择了“帖学”之路，他们在共同审美理想

的基础上的创作实践，涉及文化、理论

教育、出版各个方面，极大地影响了上

海书坛的发展。他们的共同努力使“帖

学”在式微 300多年后，重新兴盛起来。

还原上世纪80年代西湖风貌

在展厅现场，一组水墨山水《西湖

二十四景》的画作吸引了观众的视线。

“133 年前，我爷爷的爷爷——兰笙曾来

到杭州，游遍了西湖，回家后他便画了这

组《西湖二十四景》。”马氏一族后人、浙江

省文史馆馆员马亦钊介绍，该幅作品的

珍贵之处在于题跋，仔细观察内容可以

发现，文字叙述了当时西湖的风貌，是地

理、人文及历史的结合，极具参考价值。

同样展现马氏一族与杭州不解情

缘的作品还有张忠祥所书的《行书四屏

条》。1909年，马孟容、马公愚同时考入

浙江高等学校，当时张忠祥就是他们的

老师。在求学过程中，两位学生也与老

师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张忠祥分别

送了他们一幅作品。此次展出的即是

送给马孟容的那一幅。除此之外，由马

孟容、马公愚、张善孖、张大千等六家合

作的《小观园撷秀图》也极为抢眼。“这

幅作品非常有意思，我一开始其实是先

拥有了它配套的一篇小记，当时我就

想，写得这么好要是有画作就更好了。

可巧的是，就在我这么想不久之后，这

幅画作就出现在了某个拍卖会上。”马

亦钊显然对这件作品很是喜爱，他笑着

说，这幅画配套的小记其实就是一篇新

闻报道。“你看，它详细地描写了这幅画

的创作过程，先是谁来画，接着是谁，张

大千画到一半又去喝酒了，喝完又回来

画……这是很有意思的。”

马氏昆仲既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又

经过系统的新式教育，是开朗进步的新

知识分子。他们长期旅居上海，从事书

画创作与文化教育活动，参加了寒之友

社、秋英社等艺术社团，与刘景晨、张红

薇等温州籍文化名人共同在上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艺坛上闪现出耀眼光芒，与

吴昌硕、王一亭、朱古微、赵叔孺、张大

千、诸德彝诸名家也是交往情深。蔡元

培曾评价马孟容折衷文人派和画院派而

兼取所长，出色当行。而马公愚则是西

泠印社早期会员，以深厚的学识和极强

的书写能力，成为当代“帖学”群体的首

要人物之一，是海派书家的重要代表。

家族成员成绩显著

马氏家族是温州文化家族世代传

承的典型，素以“书画传家三百年”著

称。自明末清初以来，十几代人不懈砥

砺，文风昌盛，业绩煌煌，蜚声国内外。

马炅中、马昱中、马元熙、马祝眉、马孟

容、马公愚、马味仲、马亦钊、马天戈等

皆以书画篆刻著称，家族成员在书画、

文学、医学等领域成绩显著。马氏堂名

“行义堂”，意思是“躬行仁义”，家族成

员几百年来有着深厚的家国情怀，一代

代人孜孜不懈践行家风，认认真真读书，

踏踏实实做学问，但求真才，不事宣扬，不

谋官职，不图私利，只求学有所长服务社

会。马孟容、马公愚是从浙江走出去的

书画名家，他们作为海派书画群体的重

要成员，以开阔视野和特色教育，为温州

和浙江各地培养了大量书画人才，对温

州乃至浙江的美术发展影响重大。

2013 年，马氏家族将家族珍藏的

2148 件书画作品和藏品，悉数捐赠给国

家，成为社会公共文化财富。此次展品

即出自温州博物馆、温州马孟容马公愚

艺术馆、衍园美术馆，以及部分藏家，其

中相当部分展品是马氏族人、有关单位

和个人近年来精心多方收集的，全面反

映了马氏昆仲在各个时期的艺术探索和

交往，形式内容非常丰富，具有很高的艺

术品位。展览刻画了优秀的家风家训和

文化传承的典型，谱写出了一幅 300 多

年文化世家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此次展览也是浙江美术馆浙江籍

近现代书画名家系列展览之一，是该馆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实际举措。浙

江美术馆副馆长余良峰表示，希望通过

展览勾连起马孟容、马公愚和经亨颐、

何香凝、柳亚子、吴昌硕、黄宾虹等一大

批书画名家，勾连起百年美术史的发展

历程。“浙江美术馆今年举办了很多展

览，从张宗祥到温州二马，这些先生都

不为人知，重新把先生们拉进人们的视

野，重新认识他们，需要美术馆把工作

做深入。”余良峰说。

马氏昆仲：书画传家三百年
天颖

本报讯（记者高素娜）日前，国

家艺术基金 2017 年度传播交流推广

资助项目“时代·印迹——河南省美

术馆馆藏版画展”在北京中华世纪

坛开幕，展览分为“溯源”“新变”“探

索”三个单元，展出了河南省美术馆

自建馆以来所收藏的不同时期的版

画作品共计 107幅，系统地呈现了 20

世纪河南版画发展的历史脉络。

河南是中国版画艺术发展的重

镇，在北宋时期曾孕育出开封木版

年画这一颇具地域特色的民间艺术

样式，发展绵延至今，对全国各地木

版年画的兴起与发展起到过重要的

推动作用，它不仅仅是种传统习俗，

更包含了我们民族本原文化的丰富

内涵。鲁迅先生是开封木版年画最

早的收藏者，上世纪 30 年代，河南著

名版画家刘岘将自己在开封书店街

购买的一批版画作品赠送给鲁迅先

生后得到如此评价：“这些年画朴实，

不染脂粉，人物没有媚态，色彩浓重

很有乡土味，具有北方木刻年画独有

的特色。”这批作品后来收藏于上海

鲁迅纪念馆。1986年，河南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任鹤林在刘岘的帮助

下，将这批作品进行原版复刻，并于

2012 年将复刻作品捐赠给河南省美

术馆。透过这些珍贵的作品可以看

到开封木版年画昔日的光彩。

“河南省美术馆自建馆以来，循

着版画发展的历史印迹，经过不懈

的追索和探求，逐渐建立了以版画

为特色的典藏资源体系，并以不同

专题相继举办了系列馆藏版画作品

展。此次展览汇集了我馆近年来在

版画方面收藏和研究的成果，通过

对河南省版画艺术的发掘整理和重

新审视，以崭新视角呈现出兼具艺

术价值和历史意义的馆藏精品。我

们希望以此为线索，通过这一历史

画卷的回顾与展示，完善对于近现

代河南美术发展史的视觉勾勒和理

论架构，丰富本土文化艺术资源的

涵义与价值。”河南省美术馆馆长化

建国说。

“河南省美术馆馆藏版画展”举办

本报讯 日前，由中国美协、广

东省文联主办，中国美协美术理论

委员会、广东美术馆、广州美术学院

承办的“历史与现状”首届青年艺术

理论成果评选与研讨会在广东美术

馆举行。本活动历经近两年的精心

策划与筹备，论文推荐工作于 2015

年 12 月完成，共收到推荐论文 164

篇，初选出 116篇进入终评，最后 106

篇入选《历史与现状：首届青年艺术

理论成果评选和研讨会论文集》。

于洋、赵昆、贺绚、刘佳帅、沈颖、周

善怡、张长虹、于冠超、彭飞等 21 位

青年艺术理论研究者获颁优秀论文

荣誉。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薛永年在发

言中表示，青年学者是中国美术理

论事业发展的生力军和后备力量，

他们不仅可以影响中国未来的美术

发展方向和状态，同时也是对当代

美术发展状况最敏感、对现实情况

最有发言权的参与者。通过系列理

论会议构建一个青年史论学者的高

端研讨平台，举办相关的学术交流

和研讨活动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据了解，此次入选论文不但涵盖了

古今中外美术史、美术理论、现状研

究与美术批评，而且开拓了新的研究

领域，注意了学科跨界与交叉，关注了

文化的交流与影响，尝试了新的研究

角度和新的研究方法，比如涉及到与

传统美术史概念相关又有所不同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视觉文化研究，思

考了国家形象塑造、新媒体语境、生态

环保题材、知识产权与民间艺人、艺术

基金会等问题，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青

年美术史论批评家近年来研究的新

成果与新态势。 （木木）

青年艺术理论家成果结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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