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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8 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浙江省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中共宁波市委宣传部主办，中国美术家协会综合

材料绘画与美术作品保存修复艺委会、浙江省美术家协

会、宁波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宁波美术馆、宁波市对外

文化交流协会承办的“2017·第二届全国（宁波）综合材料

绘画双年展”在宁波美术馆开幕。

展览展出从 2300 余件来稿中评审出的 176 件作品。

这些作品题材涉猎广泛，内容刻画充实，技法形态各异，

反映了艺术家关注当下、关注现实生活的热忱态度。本

届展览，绘画性和书法性作品并现，并出现数量远超首届

的以绘画性见长的作品。众多艺术院校、画院、美协的专

业画家参与大展活动，使综合材料绘画双年展在创作上

具有了从“当代艺术家的创作”向“创作的当代艺术”方向

转变的趋势，作品兼具专业化和探索性。由于绘画性作

品的增加，本届展览体现了较为强烈的传统文化、哲思和

当代绘画语言有机相融的特征。同时展出的还有本届展

览初评、复评评委作品 23件。

28 日下午，“2017·第二届全国（宁波）综合材料绘画

双年展学术研讨会”在宁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举行。中

国美协综合材料绘画与美术作品保存修复艺委会主任胡

伟主持，中国美协艺委会办公室主任咸懿；中国美协综合

材料绘画与美术作品保存修复艺委会副主任王书杰、杨劲

松；秘书长唐承华，副秘书长朱尽晖；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

会常务委员、中国美协美术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孔新苗；中

国美协综合材料绘画与美术作品保存修复艺委会委员杜

华、肖谷、李济民、胡毅，学术秘书朱小钧、谢儒杰；日本东

京大学原教授、著名史论家范钟鸣；珠海古元美术馆名誉

馆长包泽伟；鲁迅美术学院副教授、史论系主任助理李林；

国际策展人、宁波美术馆特聘亚洲区策展人林希恩；德国

汉堡美术学院教授、德国北部美术家协会主席乌里希

（Ulrich Shwedes）；宁波大学潘天寿艺术设计学院院长徐

仲偶等专家学者、策展人、美术馆长，以及来自浙江多地

的参展作者、高校师生、艺术爱好者等参加了研讨会。

胡伟首先代表艺委会结合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的心

得体会，针对本次双年展的成功举办作了主旨发言。他指

出，本次展览是继第十二届全国美展综合材料绘画展区的

设立和展览的成功举办，全面推进综合材料绘画学术研究

与创作的重要举措，本届双年展则是进一步梳理各技法形

态之间的关联，完善专业特色的又一次盛会。为整体呈现

全国范围内综合材料绘画的创作水平，展览组委会提出了

鼓励多种形态艺术创作，主张具象与抽象作品具有同等的

学术地位，强调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等学术主张，得到

艺术家的积极响应，保证了本届展览的学术水平。

在展览的筹备过程中，组委会先后组织了多种形式

的创作座谈或研讨活动。大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美术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文化价值体系重塑，已不再盲目

追随西方。艺术家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以中国人的情感

表述方式，表现了当下生存环境和民族审美诉求。当代

性或当下性，应该体现为对整个体系的认识、延伸或演

变。正由于综合材料绘画在艺术表现上满足了随着社会

生活形态的变化，人们生活习惯的变化，人们对物质的选

择和利用的变化所引起的情感需求，它才具有了当代艺

术表现的特质。材料表现与精神诉求构成了综合材料绘

画“形而下”与“形而上”的链接关系，同样体现了中国传

统文化的精神特征。综合材料绘画的艺术魅力不仅仅是

风格样式的拓展与创新，更体现为精神层面的表述，展览

中很多作品在观念与创作方式、理性表达与效果呈现上，

都反映出各自的特点。

“凝聚中国精神，植根社会沃土，激发时代活力，推进

绘画创新”是这一展览宗旨，在“全国（宁波）综合材料绘

画双年展”上得到了全面体现，展览积极向上令人振奋的

学术风貌和反应时代精神的语言探索，不仅突破了以往

同类作品题材的局限，在思想性的表达上也展现了全新

的时代风尚。大部分作品都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深刻体

验，在现实生活中感受时代变迁所带来的艺术生机，在生

活中发现艺术，在艺术中表现生活，这是本届展览作品最

为重要的感人之处。作品的主题性贯穿于材料技法探索

实践之中，实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使我们看到综

合材料绘画广阔的发展前景。

随后，与会专家学者从各自不同的学术与创作视角

讨论了综合材料绘画的过去、今天与未来，已有成绩、发

展现状与亟待解决的相关问题。孔新苗认为，我们迎来

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面临的问题也发生了变化，

我们有新的任务和新的使命，中国美术要走向世界，就要

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就综合材料绘画艺委会而言，要

把自己在这个新时代的语言特点明确下来，更好地为社

会服务，实现综合材料绘画的社会价值。

肖谷表示，综合材料绘画是中国美术发展进程中的新

生事物，它生逢大好时期，担当使命，创造未来，这也正是

艺委会的工作重心和指导原则。综合材料绘画发展到现

在，成绩有目共睹。其次，综合材料绘画的发展和艺术创

作要有高峰和精品意识，因为有精品才能出高峰，有精品

才有尊严。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对于综合

材料绘画发展是一条很重要的原则，也指明了前进方向。

其三，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民族自信的文化自觉，在借

鉴西方艺术大师的成果同时，加强自身文化塑造。在这次

展览上，从形式语言和各种各样的探索中，看到了大家在

这个方面的追求。对于有高原无高峰的问题，在专业上我

们应该有自己的认识。高峰都是“挤压”出来的，而不是积

累出来的，这种挤压对艺术家来说是学术上的挤压，我们

要有到位的批评，我们要有到位的交流，有学术上的碰撞

才能出好的作品和精品，才能形成高峰。

徐仲偶认为，综合材料绘画一出生就有“现代性”。

但综合材料是一把“双刃剑”。由于材料的物质性，怎么用

材料与各自的艺术之间形成有机的整体？这是学问。对于

材料的运用，我们要惜材如金。综合材料绘画未来发展的

基点应该是“中国气派”。这个时代决定了综合材料绘画要

有中国气派。综合材料艺委会的优势是年轻，因为年轻可

以很新锐。徐仲偶建议艺委会可以在以中国气派为主体的

精神格局下，要放飞一批“野孩子”。针对那些对材料、文化

态度特别敏感的年轻人，可以在中国气派的指导下，给他们

空间，不限制他们，做几个新锐展。让底子厚重的中国气派

与视觉、材料语言有机融合，形成中国气派的现代“高峰”。

艺委会要打组合拳，通过三个人合围、五个人合围来打造画

群，画群中的艺术家发挥各自的特长，合在一起干。艺委会

还可以建立艺术家个人的艺术档案，有了这份档案，大家可

以针对艺术家的作品进行讨论，档案的存在也让艺委会的

主任能够轻易在这批“军队”里调兵遣将。

杨劲松表示，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的区别在哪里？

以往的艺术和今天的艺术区别点在哪里？改革开放以后

有一个重大的转变，这个转变的根源在哪里？这就是当

下碰到的问题。工具和材料往往会带来一些革命性的转

折，这正是综合材料绘画在今日中国所呈现的魅力。

王书杰、唐承华、朱尽晖、李济民、胡毅、朱小钧、谢儒

杰、林希恩、李林、范钟鸣、包泽伟等专家学者分别就不同

的学术问题发表了精彩讲演。

胡伟总结研讨会表示，如果没有综合材料绘画，今天

的中国美术或者中国的架上艺术是什么样子？这或许正

是认识综合材料绘画在今天的学术贡献的一个角度。我

们应该满怀信心地展望综合材料绘画的发展前景，因为

它已经为社会贡献了一块千姿百态的艺术生态，已经对

中国美术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

上个世纪，国际美术形成架上艺术、装置和立体艺术以及影

像艺术三大板块，绘画概念的延伸使画种的边界模糊而走向融

合。在这个大趋势下，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并走向世界，除了深入挖

掘中国美术的“原创力”，还需要吸收国际美术成果，建构新时代文

化体系，从而满足当代生活和文化发展的需要，探索中国特色架上

艺术的自新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全国（宁波）综合材料绘画双

年展”便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中国绘画当代艺术展示平台。

本版图文由“2017·第二届全国（宁波）综合材料绘画双

年展”组委会办公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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