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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署名本报评论员文章外，本栏目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访福建省画院院长张永海
06画院

开门见山

王进玉

也谈艺术家的文化修养

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综合的概

念，它几乎包括了宗教、道德、艺术、科

学、教育等各个方面，很难用三两句话

或一两篇文章就能讲清楚。

艺术家缺少文化，近年来一直为

外界所批评、指责，这也的确是当前艺

术界普遍存在的现实问题。很多艺术

家确实没读过什么书，也不注重自身文

化修养的提升。但实话实说，很多批

评、指责的人，也没有把究竟什么才是

艺术家真正应该具备的文化这一问题

讲清楚、说明白。总认为所谓艺术家的

文化无外乎就是要读很多书，要博学，

要懂文史经哲之类，或者要会写诗作文

等等。包括笔者自己，之前也是这么认

为，但后来发现这种观点有失偏颇，也

会误导很多人。其实艺术家的文化绝

不是多读几本书、能写几首诗几篇文章

那么简单，否则，所有的学者、诗人、作

家就都可以成为艺术家了。

而纵观中外艺术史会发现，那些

名垂青史的艺术家，并非全都饱读诗

书、学富五车。当然，也确实有一类艺

术家具有扎实的学问、深厚的学养。但

也必须承认，的确存在天才，天生就是

做艺术家的料儿，天生就有着极好的禀

赋、才情，这是后天再如何努力、如何具

有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认为的“文化”也

比不了的，如画家王希孟、仇英、达·芬

奇、毕加索，音乐家莫扎特、贝多芬，戏

剧家莎士比亚、田汉，喜剧演员卓别林、

威廉姆斯，钢琴家埃克诺默等。因此有

人讲，艺术是天才的职业，不是没有道

理，但不能说这些天才就没有文化。

如此说只是想说明，艺术家的文化

并非如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那不过

是广义的文化概念。对于从事任何行

业的群体，这种广义上的文化修养都是

需要的，并非只在艺术领域和艺术家身

上才必需。当然也不可否认，多读书对

于艺术家来讲肯定是必要的，也是提升

文艺修养的重要途径。能写诗作文，也

是最好不过的，对提升艺术家的综合素

质也大有裨益。

但如果真正从艺术专业的角度来

讲，艺术家的文化其实还不完全如此，

而应该是他在整个从艺的历程中，于

艺术创作的技法里所表现出的思想、

情感、审美、格调，以及他的宇宙观、世

界观和人生观等。也就是说，作为艺

术家，你对自然、对世界、对人生，以及

对艺术，包括对艺术本体创作等是如

何理解的，理解的程度是肤浅还是深

刻，能否通过你的思考和实际的艺术

行为及专业的作品来很好地传递给外

界，并影响到社会和他人，而这些才真

正是艺术家文化主体的表现。

因此，作为艺术家，除了要在创作

的技法技巧等艺术本体上多下功夫外，

还需要加强和培养自己的认知力与价

值观，让生命、思想和精神等变得更加

充盈，更加有厚度、深度与内涵，而在这

个过程中，也会不知不觉间为自己的艺

术创作增添着无形的“砝码”。这个砝

码，主要指的是单靠技术训练所无法完

全取得的一些东西，诸如作品的格调、

韵味、神采、风骨、境界等。而这些也恰

恰最能反映和体现一个人的内在气质

与艺术修养，也往往决定了其创作所最

终能够达到的水平和高度。

所以说，艺术家的文化，其实是艺

术家及其作品由内而外所散发出的一

种气质，所传达给外界的一种感觉和

信息。从气质、感觉与信息中，能够看

出艺术家的格调、品味，看出其对自

然、世界、人生的观点和态度，这些才

真正是艺术家文化素养的表现，而非

数量上具体读了多少书，写了多少诗

或文章。

现实中也的确有很多学富五车、

博学多识的人，却依然成不了艺术家，

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通常所理解的

广义上的文化，与真正艺术专业上所

强调的文化不是一个概念。虽然之间

有关系，但并不存在直接或必然的因

果关系，因此，笼统地混为一谈不能解

决“艺术家缺少文化”的根本问题。

（作者为艺术评论家）

日前，由中国美术馆策划并主办

的“美美与共——中国美术馆藏国际

艺术作品展”在该馆开幕。展览汇集

了来自 61 个国家的 224 件艺术品，这

在中国美术馆史上尚属首次。观众

在此期间能一睹馆藏毕加索、达利、

珂勒惠支、葛饰北斋等国际艺术大师

的作品。

61国名家名作
展现馆藏概貌

本次展览总策划、中国美术馆馆

长吴为山介绍，此次遴选的 200余件作

品，在时间跨度上聚焦 19世纪至今，由

“路德维希夫妇捐赠国际艺术作品”

“国际油画艺术作品”“国际版画艺术

作品”“国际雕塑艺术作品”“国际摄影

艺术作品”“国际水彩、素描、漆画等其

他门类艺术”六部分组成，力图多角度

地呈现中国美术馆国际美术作品收藏

概貌。

中国美术馆收藏中外古今各类美

术作品 11 万余件，其中国际美术藏品

约 3500件，涵盖油画、版画、雕塑、摄影

等种类。“而此次展览主要有两大亮

点，一是国别全，二是展现的作品皆为

大师的代表性作品。”中国美术馆展览

部主任裔萼说。据介绍，本次展览作

品来源主要得益于上世纪 90年代以来

海内外艺术家和收藏家的热心捐赠，

如 1996 年德国著名企业家、社会活动

家和收藏家彼得·路德维希和夫人伊

蕾娜·路德维希捐赠的 82 位欧美艺术

家创作的 89 件（117 幅）作品；2005 年

刘迅捐赠俄罗斯油画精品 108件，李松

山夫妇捐赠非洲坦桑尼亚马孔德人木

雕精品 158件，王琦捐赠国际版画作品

127件；2006年伍必端捐赠前苏联版画

149件；2007年李平凡捐赠日本浮世绘

137 件和日本现代版画 218 件；2014 年

泰吉轩携艺术家、基金会及收藏家捐

赠国际摄影原作 100幅，黄建华捐赠西

班牙艺术大师萨瓦尔多·达利的雕塑 2

件；2016 年法兰西艺术院捐赠法国油

画 13 件；赵羡藻捐赠国际摄影原作 20

件；杨振宁先生及其夫人翁帆女士捐

赠熊秉明的雕塑 3件等。

这些捐赠构成了中国美术馆国际

美术收藏的基础，初步建立了关于 20

世纪西方艺术的收藏序列，汇集了巴

勃罗·毕加索、萨尔瓦多·达利、凯绥·
珂勒惠支、葛饰北斋、安迪·沃霍尔、罗

伊·利希滕斯坦、爱德华·韦斯顿、安德

烈·梅尔尼科夫、大卫·霍克尼、安塞

姆·基弗、马尔库斯·吕佩尔茨、格哈

德·里希特等享誉世界的大师名作。

评审甄别入藏
提升自身影响力

“这些作品，每一批都有很多的感

人的故事。”吴为山感慨，“白俄罗斯国

家美术馆馆长弗拉基米尔将自己心爱

的代表性作品《父母的土地》捐赠给中

国美术馆，还有英国一些院士，他们也

陆续将自己的一些代表作进行捐赠。

这些捐赠丰富了中国美术馆的收藏，

使中国美术馆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的美

术馆，也成为饱含人类艺术创造的美

术馆。我们期望通过这样的展览，不

断推动中国美术馆在世界的影响。”

在不同的展览中，社会各界知名

人士及外国艺术家、机构曾多次对中

国美术馆进行捐赠，而中国美术馆也

将这些艺术品视为珍品。这些作品不

但是捐赠者对中国美术馆事业的支

持，同时饱含着人类的精神价值、审美

价值和艺术创造价值，通过这些作品

的不断展示，能够让中国的观众不出

国门也可以了解到世界各国艺术家的

创作。

可以想见，随着中国在世界被更

多艺术家、艺术机构所了解，中国美术

馆收藏更多世界艺术精品的可能性

也会越来越大。当然，并非只要是国

外的作品就能入藏中国美术馆，面对

国际艺术家作品的入藏标准这一问

题，吴为山说：“中国美术馆有专门的

评审委员会，其作用一方面是对作品

的真伪鉴别，另一方面是对艺术作品

本身价值的评判。例如在一些国际

双年展中收藏的作品都是经过专家

慎之又慎甄选而来的。另外我们会

注重捐赠机构，如路德维希夫妇作品

成批捐给中国，其来路清晰，是我们

的重要考量。”

“这些捐赠者本身是收藏家，如路

德维希本身是艺术史家，伍必端先生

捐赠前苏联的版画，他本身是非常好

的版画家，而日本的浮世绘的收藏是

由中国著名版画家李平凡先生捐赠，

所以这些作品的来源是经过几轮的精

挑细选入藏中国美术馆的。”中国美术

馆副馆长安远远补充道。

“美美与共”呈现中国智慧

作为国家美术馆，如何通过美术

作品反映人类命运共同体，讲好中国

故事？吴为山表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关键是心相通。多元文化的交

流与互动，会使所有的文化体更具有

生命的活力与张力。他说：“我们发

现，伴随着文化体的生长与交融，我们

都在追寻着相近的命题，在彼此的观

照中更加清晰地认识着自己、丰富着

自己，也让我们以文化架起沟通世界

的桥梁，用经典作品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有作品，才有可交流的资源。吴

为山坦言：“我们把这些作品很好地珍

藏起来，让世界的艺术家对这里有向

往，这也是我们真正收藏和利用好这

些艺术藏品的意义所在。一个艺术家

的艺术作品在中国美术馆，他的心就

在这里。61个国家对于我们收藏的目

标还远远不够，我们希望国家不分大

小，艺术家名气不分大小，风格也不分

相同与否，世界各国都能够有具有代

表性的艺术精品入藏中国美术馆，这

也是我们的目标。”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的是中

国智慧和中国贡献，在文化艺术领域，

我们所说的“美美与共”也反映着人类

文明进程中所形成的共识。安远远

说：“毕加索作品《带鸟的士兵》是这次

展览海报的主打作品。毕加索是和平

主义者，和平也是人类永远追求的主

题。他用中国水墨的方式做了探索，

表现了一个西方艺术家对异域文明的

追求。在这个展览里我们可以看到不

同文明、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精神的呈

现。在一个展厅中呈现如此多国家的

艺术家，国家和民族都不是最主要的

标志，而是人类文明的精神能够在一

个环境里、在一个厅堂里汇融，所以美

美与共应该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好

的文化艺术的呈现。”

“正值世界杯期间，大家对世界各

个球队的观赏会看他们的技巧、战术

和精神风貌，胜负虽然和国家有关系，

但他们表现出来的积极奋进的精神，

不论哪国的球迷都是认同的。”安远远

表示，在这期间用文化艺术的方式呈

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意义远大，

她希望更多人能领会到今天的中国对

世界贡献出来的智慧，中国文化对世

界贡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用艺术架起沟通世界的桥梁

日前，由上海美术学院、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黑龙江美术馆联合主办的“融

合的视界——亚欧经典版画展”在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举办。本次展览涵盖了中国、

日本和欧洲的版画中有一定代表性、关联性的样本，时间上贯穿16世纪至21世纪，共展

出经典版画275幅，包括中国明清版画74幅；日本浮世绘142幅；欧洲铜版、木版画59

幅。其中216幅为中国版画、日本浮世绘和欧洲铜版、石版画的原版。

展品来自黑龙江省美术馆馆藏凤翔木版年画、浮世绘和欧洲版画；另有苏州

美术馆提供的清末桃花坞木版画；厦门小匡庐文化艺术传媒有限公司提供的浮

世绘和欧洲铜版画；辽宁博物馆、英国木版教育信托、日本神户博物馆和町田国

际版画美术馆授权制作的姑苏版桃花坞木版画高仿复制品。

凤翔木版年画是陕西地域色彩浓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出作品涉及门画、十

美画、风俗画、戏剧故事画等多种题材，数量丰富，皆为精品。“姑苏版”是指清代康

乾时期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全盛期的作品，享有“东方古艺之花”的美誉。本次展

出的25幅“姑苏版”，不仅是记录当时苏州城市生活的珍贵资料，而且是东西方艺术

交流的重要体现。 （勉之）

融合的视界

书房中的圣杰罗姆（版画） 1514年 阿尔布雷特·丢勒千绘之海：总州铫子（版画） 葛饰北斋

西厢记之倩红问病 1640年 寓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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