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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声 壁 看 点

消 息 树

本报讯 6月 21日至 22日，由首

都师范大学主办，首都师范大学美术

学院、亚洲美术教育研究发展中心承

办的“首届首都基础美术教育论坛暨

京津冀美育高峰会议”在京举办。来

自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

京艺术学院、上海师范大学、中央美

术学院、中国美术馆、北京教育科学

研究院、中国儿童中心等多所高校和

机构的专家学者，近 50 位京津冀地

区的美术教研员和特级教师，30多所

高校美术教育专业的师生共计 200

余人参会。此外，会议协同人民美术

出版社开通了网络直播，约 2000 多

人在线同步观看了现场报告。

论坛主要分为六大板块。在“核

心素养与学校美术教育课程改革”的

板块中，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奚传绩认

为美术学科核心素养的凝练和提出，

使中小学美术教育理论有了自己的

话语体系；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

授尹少淳指出，核心素养本位的美术

教学是当前面临的共同难题，在自

然、人文等方面自古以来联系密切的

京津冀三地协作攻关，有利于形成新

的突破；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胡知凡认

为教—学—评的一致性体系建设是

亟待美术教育研究者思考的问题。

在“京津冀基础美术教育”板块

中，专家及美术教师们通过对美术教

育教学现状、师资队伍构成和建设等

层面的梳理与分析，提出了新时代下

京津冀师资队伍建设一体化设想及

可行性策略。在“社会及综合美术教

育”板块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钱初

熹结合典型教学案例，提出以创意思

维为核心目标的视觉艺术单元课程

开发、教学实践和学习评价方法；北

京师范大学教授梁玖提出建构“美

术教育复数互动论”的主张，表达了

对生成推动中国美术教育深度发展

之学理与方法的期冀。而在“师生

说课展示”板块，师生的精彩讲演为

大家呈现了渗透着核心素养理念的

美术教学在实际课堂中的初步尝试

与成果。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常锐

伦表示，这次会议既能站在高屋建瓴

的角度从大视野看待美术教育，提出

前瞻性问题，也有各地区美术教育现

状的介绍，还有来自中小学生和一线

教师的研究及说课展示，是真正的“大

家谈”“自己说”，而不是“跟着说”。

在圆桌论坛中，梁玖认为当下中

国美术教育的发展应建立在教育学

基础、艺术文化、艺术本体、本土教育

家思想、社会学基础和教育哲学这 6

点基础之上。尹少淳表示，一方面，我

们需要能够将心灵、业务、教育观念和

教育方法有效结合的好老师，并通过

培养老师来促进教育发展；另一方面，

教育工作者应当同时脚踏美术和教

育两只船，努力通过阅读和交流力提

升自己的艺术厚度以及思想深度。

首届首都基础美术教育论坛不

仅在促进京津冀基础美术教育质量

和教师教学研究能力的提升等方面

做出了有益尝试，也为促进区域美术

教育协同发展的可行性路径提供了

开创性、建设性的思路。 （施晓琴）

首都基础美术教育论坛探讨美育发展

个 展 秀

祝如

常展常新

一周观察

本报讯（记 者施晓琴） 6 月 24

日，在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开馆 3 周

年之际，“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 2017”

于该馆正式开幕。本次年鉴展由中

国民生银行、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

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吴作

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共同主办，北京大

学历史系教授朱青生担任策展人。

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是北京民生现

代美术馆的品牌展览项目，也是国家

艺术基金支持的重要项目，作为年度

展，今年已是第 4 届。本次年鉴展现

场 展 出 141 位 中 国 当 代 艺 术 家 在

2017年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包括

37 位艺术家的原作。这些作品和文

献记录是《年鉴》编辑部在 2017 年全

年近 4000 个艺术展览及活动、12780

位艺术家材料、4652 篇文献的基础

上进行甄选，根据编辑委员会的意

见修订补充后的结果。年鉴展力图

系统性体现中国当代艺术 2017 年的

年度整体成果，以展示中国当代艺

术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动向。此

外，展览开幕当天还举办了学术对

谈、三周年亲子美育活动以及“MS美

术馆之夜”。

“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2 0 1 7”在京开幕

新华社北京 6月 28 日电（记者

魏梦佳）“夏宫的约会——俄罗斯彼

得夏宫罗曼诺夫王朝珍宝展”6 月 28

日在颐和园开展，向游客展出 228 件

（组）珍贵的各类藏品，呈现 18 世纪

至 19 世纪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的珍

宝。此次展览由颐和园管理处、俄罗

斯彼得霍夫国家博物馆、中国文物交

流中心等共同举办。展览从彼得夏

宫的皇室盛会、宗教仪典、军政事物、

日常休闲等方面遴选了各类藏品，包

括油画、家具、器皿、服饰、典籍、娱乐

用具等，展示彼得夏宫宫廷艺术的精

湛技艺与皇家的雍容华贵。

展览重点展出了 14 位沙皇的油

画肖像，例如《彼得一世肖像》《镜子

前的叶卡捷琳娜二世肖像》等，还有

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宝座、彼得

一世的船只模型等重点文物。其中，

典雅奢华的宝座制作于 1760 年，采

用镀金工艺，饰有皇冠；船只模型制

作于 1754 年，再现了当时荷兰海上

帆船风貌。帆布油画作品《彼得夏宫

大宫殿中国厅》等部分展品还带有明

显的中国文化韵味。

据悉，颐和园与俄罗斯彼得霍夫

国家博物馆 2017 年签署了战略合作

协议，双方将在遗产保护与文化交流

等领域建立长期合作。颐和园表示，

这次展览旨在以文化互通为纽带，促

进两国人民对彼此深厚、丰富、多样

文化的了解。

开展当天，颐和园还举办了《国

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颐和园卷》

新书发布、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学术研

讨会等学术交流与科研成果展示等

活动。据悉，今年是颐和园被列入世

界文化遗产名录 20 周年，为展现其

发展历程与保护成就，颐和园将连续

举办多项展览。

据悉，展览日期为 6月 28日至 10

月 9日。

颐和园展出俄罗斯彼得夏宫2 2 8 件珍贵藏品萧和
6 月 27 日，恭王府艺术系列展之“古骨新

风——萧和作品展”开幕式及研讨会在恭王府

博物馆举行。展览由恭王府博物馆、中国美术

家协会新文艺群体（组织）展览与推广中心共

同主办，展出画家萧和的 40 余件绘画作品，内

容分为古风、青花、晚清、民国、童趣等多个系

列。作者在每个系列作品中都突出表现了真

善美，以期透过这些作品让观众感受深厚的历

史底蕴和广博的社会认知。 （梁腾）

■在文化性大于绘画性

的传统中国画中，尤其是其

中的文人画，更强调的是体

现艺术家自身对客观世界的

感觉。所以，在中国画的教

育中就更应该加强文化学科

优先的教育理念。它属于少

数 人 自 身 的 艺 术 理 念 和 行

为，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大一

统的美术教育来满足少数人

的个性要求。艺术教育主要

是培养感情，提升感觉，而最

有效的提升是读书，通过不

断扩大知识面，让感觉的感

应点变多，进而更容易触类

旁通。因为感觉也是一种生

命现象，补充和激发着自己

强大的生命力……艺术家的

生命状态越健康饱满，他在

表现艺术形象时所弥漫的气

场，也就是气息和气氛，也会

越生动，易于感动人。读书

不但是文人画在教学上得以

传承的基础，而且是促使艺

术家的观念变化，以及在艺

术创作中取得突破和超越的

关键。

——了庐说：“艺术教育主要是

培养感情，提升感觉”

【技 术 靠 教 ，感 觉 靠 培

养。】

■不是所有的“创新”都

会成为经典，所有对传统和

既有的改变都必须至少在某

个层面上实现合理、合法与

有效。把一身短襦长裙的古

代仕女有意画得手挖鼻孔龇

着龅牙固然是创新，但这种

为创新而创新导致的直接结

果就是让人感到新奇的同时

却莫名其妙。当然，在时下

所谓的多元艺术理论与批评

视野下，这类“土肥圆”式以

夸张戏谑的手法创作的所谓

当代艺术作品可以有多种听

上去合情合理的阐释，它可

能是关乎传统文化的、民族

情绪的、道德伦理、人类危机

的，但这样诡辩式的语言与

逻辑游戏并不能掩盖作品牵

强附会的本质。这就是为什

么很多人表示当代艺术作品

“看不懂”“不耐看”的原因。

我 们 今 天 之 所 以 都 在 讨 论

“工匠精神”，正是基于对现

今很多领域的盲目“创新”的

反思，让人们重新认识“创

新”的内涵外延及价值指向。

——邢千里说：“理解传统越深

入，谈论创新就会越谨慎”

【“创 新 ”标 签 不 妨 缓

贴。】

■这十年我也体会到了

艺术界和艺术行业的残酷，

似乎没有任何规律可循。市

场这种毫无依据和理由的大

幅涨跌，确实很伤人。我反

过来思考为什么会这样，是

因为市场没有一个基本的文

化的价值判断，它更多地被

偶然的因素左右……十多年

之后，批评明显地退场了，批

评的缺席，等于是把文化判

断的权力交给市场。市场的

话 语 权 有 它 自 身 的 一 套 标

准，你也不能说这个标准不

对，但我认为至少目前表现

出来是不完善的。在这个系

统里面，艺术家瞬间被捧得

很高，也可能瞬间就消失得

一干二净，他的创作也变得

一点价值都没有，这让人很

困惑。

——张晓刚说：“批评的缺席是

把文化判断的权力交给市场”

【连市场宠儿也在呼唤

批评，何其缺也。】

毕玺 点评

近来，我国很多地区进入了高温时间，一

度“炎值”爆表。艺术圈也是热度不减。

6月 27日，“中国美术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主题展：美美与共——中国美术馆藏国际艺

术作品展”在中 国 美 术 馆 开 展 。 该 展 览 从 中

国 美 术 馆 收 藏 的 外 国 艺 术 家 的 作 品 中 ，遴

选 出 涉 及 60 多 个 国 家 100 多 位 艺 术 家 创 作

的 200 余 件 精 品 ，其 中 包 括 很 多 享 誉 世 界 的

大 师 名 作 ，进 而 勾 勒 出 中 国 美 术 馆 多 年 来

收 藏 国 际 美 术 作 品 的 轮 廓 。 不 出 国 门 就 能

欣 赏 到 数 量 庞 大 的 国 外 艺 术 大 师 的 作 品 ，

这 样 的 机 会 并 不 多 ，值 得 重 点 关 注 。 该 展

览 也 体 现 出 美 术 馆“ 典 藏 ”功 能 带 给 社 会 的

美 好 回 馈 。 典 藏 反 映 出 一 个 美 术 馆 的 个 性

化 特 点 和 面 貌 ，也 是 美 术 馆 的 工 作 成 果 之

一 。 典 藏 与 展 览 策 划 相 辅 相 成 ，因 丰 富 的

典 藏 才 能 策 划 不 同 主 题 的 展 览 ，从 而 活 化

典 藏 ，使 得 美 术 馆 的 展 览 常 新 ，带 给 人 们 更

多的享受和思考。

典藏作品是艺 术 史 上 的 结 晶 ，而 展 览 则

是 正 在 发 生 的 艺 术 史 。 本 周 还 有 两 个 大 展

值 得 一 提 ，一 是 北 京 民 生 现 代 美 术 馆 的“ 中

国当代艺术年鉴展 2017”，该展通过“一年之

鉴 ”这 一 时 段 性 的 学 术 方 法 ，系 统 地 呈 现 中

国当代艺术在 2017 年的整体状况及趋势，共

展出 141 位艺术家这一年来最具代表性的作

品。庞大而规范的前期数据收集、调查和研

究工作，使得这个已经举办了 4 届的年鉴展

有 了 一 定 的 学 术 厚 度 。 此 外 ，由 浙 江 美 术

馆 、北 京 画 院 共 同 主 办 的“ 湖 山 胜 概 —— 西

湖 主 题 水 印 版 画 展 ”也 于 周 内 开 展 ，这 是 浙

江美术馆 2017 年度“水印千年——中国水印

版画大展”系列展览之一。通过该展览可以

充 分 感 受 到“ 水 印 版 画 ”这 一 古 老 但 新 意 十

足 的 艺 术 所 展现出来的东方文化的“水”性内

涵和魅力。

本周，还有两个艺术家个展值得关注：6 月

24 日，“一个天才的心相——忻东旺艺术作品

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幕，展览精选出

他不同时期的作品 92 件，包含众多以农民工

及各色社会人物为题材的作品；6 月 30 日在西

安美术馆举办的“山水光气——何多苓个展”，

展出了何多苓 30 年来创作的 150 余幅作品，难

得 一 见 的 雪 雁 系 列 作 品 也 在 此 次 展 览 中 亮

相。两位艺术家虽然创作题材不同，作品风格

迥异，但是他们的作品都充满着生命的张力和

充沛的感情，是中国油画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

艺术家。

我们常说，美术馆给人们带来了视觉的盛

宴。来到美术馆，除了“看”，还能做什么？上

海民生美术馆告诉我们，还可以“听”。2012

年，诗人王寅和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合作策划

推出了“诗歌来到美术馆”项目，该项目每月一

期，目前已经举办了 51 期，每期邀请一位“国内

顶尖、国际一流”的诗人，在美术馆空间内与观

众分享他们的创作和经验。从开始的举步维

艰，到现在的水到渠成，该项目已经在国内外

形成了良好的口碑和广泛的影响，叙利亚诗人

阿多尼斯称之为“美术馆的墙壁矗立在诗歌的

怀 抱 里 ；词 语 和 墙 壁 的 距 离 ，变 为 歌 咏 和 音

乐”。这一项目，不仅让人们感受到了诗歌的

魅力，也让我们看到了美术馆发展的多元化，

在时代的进步之下，期待美术馆带给我们更多

美好的可能。

徽州明代高房变身上海朵云书院
一座黄山脚下的徽州木结构古代建筑——明代高房，被整体搬迁到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内，变身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旗

下的朵云书院。6月 26日，在松江广富林文化遗址一期工程投入试运行首日，朵云书院正式开门运营。

这栋古代建筑占地面积达 1600多平方米，分为两层，回廊环绕，高墙围闭，独成一体。穿行其间，随处可见精致的雕花扇

门、古朴的木柱窗棂和珍贵书籍、江南字画、文创产品，仰俯皆是建筑与文化相融相生的风景。图为观众在参观朵云书院首

个展览“光芒万丈——朵云轩再造明版明画展”。

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本报讯 6 月 26 日，由中央美术

学 院 设 计 学 院 主 持 策 划 的“ 艺·在

生活——沉浸式艺术设计展”在国家

大剧院开幕。主办方介绍，展览缘起

于对艺术与设计在生活中的真切感

受及关系的重新理解，探索艺术在社

会中的呈现与大众认知，艺术、设计为

人民服务，艺术来源于生活、回归生

活。展览以“沉浸式”的感知方式为

展示语言，借助新媒体的技术手段，

贯穿起经典艺术作品与中央美术学

院师生作品，形成动态与静态有机融

合的场景再现。同时，展览也邀请观

众参与进来，将艺术的形式力量进一

步渗入人类自身的生活，让人们去感

受 并 发 现 艺 术 与 生 活 的 关 系 与 价

值。展出作品类型丰富，包括绘画、

雕塑、摄影、平面设计、家居产品、服

装服饰、数字媒体等。据悉，展览将

持续至 7月 8日。 （周洋）

国家大剧院展出“沉浸式艺术设计展”

滋芜
由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安徽省美术家协会主办的“苍穹之间——滋

芜广州画展”近日在广东省文联艺术馆举行。展览共展出滋芜近5年来不

同风貌的 87幅作品，包括《湖上柳永适俗填词》《梦江南》《新安山水甲天

下》《为梅著语》《咏山鬼》《记青青露儿》等，这些作品均以歌颂劳动美、生活

美、自然美为主旨。滋芜，又名朱志武，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安徽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覃文）

赵梦歌
日前，“自·

在 —— 赵 梦 歌

艺术展”于山东

美术馆开幕，展

览 展 出 赵 梦 歌

油画、雕塑等作

品 约 130 件 。

展览以“自·在”

为主题，是借用

佛教概念，表达

了 赵 梦 歌 对 无

拘无束、自然而

然 的 生 命 存 在

状态的向往；是

强调自我、个性以及自我的存在状态。她的作

品既有中国画的面貌和语言，同时又吸收了西

方油画从古典到现代的各种艺术要素，从而构

建了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展览将持续至 7月

15日。 （美周）

郑勤砚 玛莉贝思·特雷斯基维茨
日前，由中央美术学 院 艺 术 管 理 与 教 育 学 院 主 办 的“ 动 静 之

间——郑勤砚和玛莉贝思的艺术对话”展览在北京东岳美术馆展出。

郑勤砚和玛莉贝思都是优秀的美术教育者，同时也是艺术家。郑勤砚

将对书画历史和理论的研究转化为对书画意境与品格的追求，她笔下

的花卉草木，既得自对自然生命的感受，更是参禅悟道、于静穆中感怀

生命的吟咏。玛莉贝思·特雷斯基维茨擅长将舞者动态的旋律、舞者

体态的变化转换成二维画面情绪的表达，以创造与破坏唯美的造型来

寻找寂静与欢乐的视觉图像表达。 （艺讯）

温永健
日前，“大美荷梦——温永健书画名作香港首展”在香港大会堂举

行，共展出温永健笔下的百幅以荷花为主题的作品。这些书画作品既

展示了温永健扎实的笔墨功底，又传播了荷花所象征的清正廉洁的精

神。温永健，现任李铁夫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广东黄山画院常务副院长

等职。 （黄立婷）

沐
春
（
国
画
）

滋
芜

夜来香（国画） 萧和

我（陶瓷） 赵梦歌

郑勤砚作品 玛莉贝思·特雷斯基维茨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