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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声 壁 看 点 消 息 树

个 展 秀

向人民献“宝”

一周观察

高素娜

新华社记者 张国英

本报讯 7 月 2 日，国家艺术基金

2018年度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综

合材料绘画创作人才培养”培训班开

学典礼在北京市房山区智慧长阳美

术馆举行。

近年来，作为单一画种与多画种

技法互渗融通的独特艺术形式，综合

材料成为美术家彰显时代精神，更新

观念，探索形式美感的创新手段，在

体现与时俱进的文化理念与当代生

活的多样化艺术表现上，为中国美术

的时代性和国际化形象的树立，发挥

了重要作用。为进一步推动综合材

料绘画主题性创作，培养专业骨干，

推出精品力作，根据中国美术家协会

关于积极筹备“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

品展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的工作部署，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于 2018 年

7 月至 8 月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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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举办“综合材料绘画创作人才培

养”培训班。该培训班计划实施 8 周

教学内容，包括专题学术讲座、社会

考察、创作素材收集整理与综合材料

绘画技法培训，以及专题性创作草图

或阶段性作品制作。

（亦言）

综合材料绘画创作人才培养培训班举办

新华社西安 7月 6日电（记者姜

辰蓉）记者从陕西历史博物馆了解

到，该博物馆在暑期推出“孰制匠之”

文物修复特展。此次展览意在向公

众展示如何将文物“搬”到计算机中，

展示文物三维信息采集、模型处理等

内容，让公众能够近距离了解三维技

术，感受这一新兴技术在文物保护修

复工作中的应用。

陕西历史博物馆“文物修复季特

展”开展至今已有 5个多月，第一单元

为书画文物修复展——“赏延素心”；

第二单元为木器家具修复展——“削

木为鐻”；第三单元为三维技术在文

物 保 护 中 的 应 用 展 ——“ 孰 制 匠

之”。这一系列展览将从书画、技术、

陶瓷、木器等多个方面分别展示陕西

历史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工作，多方位

展示文物修复的理念、方法和技术，

旨在为公众揭开文物修复工作的神

秘面纱。

本次展览以三维技术在文物保

护 中 的 应 用 为 主 题 ，取 名“ 孰 制 匠

之”，取自屈原《楚辞·天问》“女娲有

体，孰制匠之”。陕西历史博物馆自

2011年引入三维扫描与 3D 打印技术

至今，一直在尝试从文物实体修复到

虚拟修复、从文物实体翻模到利用模

型翻模等工作，致力于将三维扫描技

术与传统修复工艺结合起来。

本次展览展期为 7 月 3 日至 8 月

31日。

陕西历史博物馆推出“文物修复三维技术”展览

李汉 张新
6月 30日，“歇心——李汉·张新双人展”在北京北艺塘美术馆开

幕，展览展出了李汉创作的以罗汉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和张新的书法新

作。李汉，1963年生于山东菏泽，1985年毕业于菏泽师专美术系。张新

毕业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现工作、生活于北京宋庄北塘艺术区，其书法

疏简朴净，也有婀娜丰润之意。据悉，展览将持续至 7月 14日。（筱琹）

■传统的回归是对于一

个民族的文化的一个很重要

的部分。原来我们学画是全

部按照西画，如饥似渴地关

注国外的东西，并从里边吸

收。我原来对中国传统是不

屑一顾的，但现在我就非常

感兴趣。可能文化基因也有

一定关系。我觉得最早这么

做 的 可 能 是 周 春 芽 ，因 为

1990 年 他 就 开 始 学 八 大 山

人画石头，那后来有很多人

开始做，好像大家都想把传

统 融 入 到 自 己 的 创 作 里 边

去。对我来说，就是我刚才

谈到的这几个方面，尤其是

“笔墨”，因为这其中就是体

现了天人合一、人和思想合

一，想法和笔法合一，这么几

个 境 界 我 觉 得 是 很 高 的 境

界 。 而 且 可 能 一 般 人 达 不

到，但是我想无限地接近于

这个境界。中国画的笔墨变

化无穷，我觉得太高级了，我

想学点皮毛可能就不错了。

——何多苓说：“我原来对中国

传统是不屑一顾的”

【从“不屑一顾”到“学点

皮毛”。】

■在艺术界多年，知道

这 是 个 最 崇 拜 成 功 者 的 领

域。学画时看到成功画家，

向往之余，会不自觉地摹仿

其派头。而成功画家又恰好

多少有些表演倾向，在派头

上颇为考究，总是与众不同，

增加无知粉丝狂迷的同时，

甚 至 会 引 领 潮 流 …… 成 功

了，画价高了，手头宽松了，

年龄也大了，渐渐地，不知道

该谈什么了，见面打哈哈，熟

人的，谈点往事，不是熟人，

有时连理都懒。也没有什么

好玩的了，打牌开赌，常来不

新，吃喝玩乐，总有尽时。至

于当中还有什么独特问题，

存在什么伟大意义，撞上什

么精彩思想，擦亮什么智慧

火花，免谈，因为已经不知如

何 去 谈 了 。 成 功 画 家 很 乏

味，恰恰是因为已经成功了，

乏 事 可 谈 。 一 张 脸 画 上 十

年，傻笑也有十年，新鲜的不

再新鲜，傻笑的也早就不傻，

而 是 凝 固 ，还 有 什 么 意 思

呢？所以也就乏味了。

——杨小彦说：“成功画家很

乏味。”

【名利双收让其露出了

乏味的本来面目，而已。】

■近年来，大多数人看

待大学和中学的关系更像是

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好学生

供不应求，各大名校为了招

到高考状元们，争得斯文扫

地，吵得不可开交……我们

现在的教育体系很缺乏道德

教育。绝大多数学生都没有

很高的道德理想，很难成为

大学问家。现在大多数学生

进入大学，只是想掌握就业

的技术，缺乏科学兴趣。著

名的钱学森之问展现出中国

教育的现状，即越来越少的

人想做科学家，对一般人来

说，这只是一门风险大、收益

小的买卖而已……教育并没

有捷径。我们以怎样的人格

理想引导学生，就会有什么

层次的学生出现。如果没有

崇高的理想，进入一流的学

校也只能是表面的成功。

——甘阳说：“以怎样的人格理

想引导学生，就会有什么层次

的学生出现”

【需要有理想人格的引

导者。】

毕玺 点评

中国美术馆再次“火”了起来。汇集 19 世

纪至今，五大洲、61 个国家、224 件艺术精品的

“美美与共——中国美术馆藏国际艺术作品

展”再现排队长龙。毕加索、达利、珂勒惠支、

葛饰北斋……这一个个自带光环的名 字 ，使

得 这 场 堪 称 全 明 星 阵 容 的 豪 展“ 圈 粉 ”无

数 ，毫 不 逊 色 于 去 年 轰 动 一 时 的“ 美 在 新 时

代 —— 中 国 美 术 馆 典 藏 精 品 特 展 ”。 短 短

数 月 间 ，两 场 分 别 呈 现 经 典 中 国 藏 品 和 经

典国际藏品的大展不仅引发观展热潮，还形

成“ 中 国 美 术 馆 现 象 ”。 这 一 方 面 说 明 人 们

对优秀艺术作品的热忱和渴慕，另一方面也

反 映 出 文 博 领 域 对 优 质 文 化 资 源 供 应 不

足 。 正 如 中 国 美 术 馆 馆 长 吴 为 山 所 说 ，藏

品“ 不 展 出 就 只 是‘ 物 ’，展 出 了 才 是‘ 宝 ’，

要不断向人民献‘宝’”。这两场展览，正是

中 国 美 术 馆 身 体 力 行 向 人 民 献“ 宝 ”的 生动

写照。

“复兴之路”大型主题展览新时代部分本

周正式向公众开放。该展在保持国家博物馆

原有“复兴之路”基本陈列基础上，浓缩“砥砺

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精华部分，分 10 个单

元，以凝重、朴实的展陈，全面展示了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献宝必要，安保同样重要。一直以来，文

物艺术品的保护和修护 都 是 人 们 关 注 的 话

题。日前，国家文物局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

发《涉案文物鉴定评估管理办法》，涉案文物

鉴定评估活动将有据可依。办法明确，涉案

文 物 鉴 定 评 估 的 范 围 涵 盖 可 移 动 文 物 和 不

可移动文物。其中，可移动文物鉴定评估类

别 包 括 陶 瓷 器 、玉 石 器 、金 属 器 、书 画 和 杂

项；不可移动文物鉴定评估类别包括古文化

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

代 重 要 史 迹 及 代 表 性 建 筑 和 其 他 。 这 一 办

法为维护文物安全、打击文物犯罪提供了有

力支持。

另一“火”是注射器书法事件。日前，一则

《清华大学教授竟在抖音写“江湖书法”！》的帖

子在网络广为流传。其主角、用注射器写书法

的邵某简历中有“清华大学当代艺术专业特聘

专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外聘教授”字样。以

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发布严正声明称，清华大

学没有当代艺术专业，邵某与清华大学美术学

院无任何关系。且不言邵某冒用清华教授之

名以增加自身“含金量”的身份造假，单是其创

作模式是否能称之为艺术也值得商榷。这一

事件也再次揭开书坛乱象黑幕：一些恶俗、低

俗的“书法”正在大行其道。无论当事人如何

将自己的行为进行学术包装或文化阐释，他们

将书法创作、书法展示视为杂耍和秀场的本质

已昭然若揭。

广东美术馆展出的“笔墨纸砚——格式与

想象”试图探讨笔墨纸砚的流变，力倡工匠精

神，以期令人重思传统文化建构等问题。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底色。“笔墨

纸砚”作为我国特有的书写与艺术创作工具，

其发展影响并塑造了中国书画的独特图式与

艺术品格。因此，对这一工具的各种尝试也往

往成为艺术家“创新”艺术的突破口。诚然，工

具和其使用模式并非不能改进，但这种改进却

不应脱离其本源，了解笔墨纸砚的历史，正是

溯源的一种方式。

西泠春拍即将举槌
7 月 4 日，西泠印社 2018 年春季拍卖会预展在浙江杭州举行。据了解，2018 西泠春拍推出 33 个专场，涵盖书画、古籍碑

帖、名人手迹、文房瓷杂、现当代油画、西洋艺术、造像等各门类，将于 7 月 7 日至 9 日举槌。图为观众在西泠春拍预展上参观

参拍的书法作品。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本报讯 6 月 30 日，由首都师范

大学主办，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承

办，中国拍卖行业协会文化艺术品拍

卖专业委员会、雅昌艺术网、《艺术市

场》杂志社、在艺 APP协办的首届“艺

术市场·北京论坛”新生代专场在首

都师范大学召开。论坛主题为“角逐

与创想”。共遴选出来自 16 个院校

和 12 个机构共 36 位优秀的年轻学子

和年轻从业者，就市场中出现的新问

题和新趋势展开研讨，来自学界、协

会 和 业 界 的 20 多 位 专 家 出 席 了 论

坛，并就发言进行点评、互动。院校、

协会与业界的跨界交流给论坛带来

了别具一格的深度和广度。

论坛下设 4 个分会场。“经营：艺

术机构的区域化与全球化”会场中，

发言人就如何在新的条件下形成区

域化与全球化并行的格局以及如何

推动艺术机构服务的深化等问题提

出了自己的思考及探索。“前沿：艺术

金融的未来”分会场聚焦于艺术金融

在中国艺术市场中的发展面临的巨

大机遇和挑战。“推广：艺术消费品的

空间价值”分会场中，各位发言人就

当下艺术市场中艺术消费品的各种

形态做现状分析及相关探讨。“突破：

大数据时代的艺术市场”会场中，各

发言人围绕大数据时代下艺术品电

商的多种营销模式及企业间的合作

尝试进行探索，并对电商平台的运营

前景做初步分析及合理预测。

据 了 解 ，继 2013 年 、2015 年 和

2017 年成功举办了 3 届“艺术市场·
北京论坛”后，主办方今年增设“新生

代专场”，旨在为年青一代的优秀人

才搭建交流、展示、成长的平台，以助

推中国艺术市场的发展。 （施晓琴）

“艺术市场·北京论坛”关注新生代

工笔精细、色彩艳丽的唐卡，视角

独特、引人入胜的摄影图片，热情奔

放、特色鲜明的民族歌舞……4 日，“感

知中国·大美青海——中国青海民族

文化艺术展演”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

令秘鲁民众近距离感受青海的自然风

貌和文化魅力。

位于南半球的秘鲁正值冬季，利

马街头，空气中透着丝丝寒意，但位于

市中心的利马市府金色大厅内暖意融

融、气氛热烈。一群热爱中国文化的利

马市民聚集在灯火辉煌的大厅内，欣赏

青海文化艺术展演。入口处，远道而来

的中国青海艺术家以传统方式向来宾

献上祝福的哈达和土族刺绣香包。

此次展演活动由青海省人民政府

新闻办公室主办、北京协力环宇经济

文化交流中心和利马市政府协办。主

办方代表团团长宋江涛说，此次艺术

展演旨在通过艺术之美展示和介绍一

个立体而丰富、多元共存、文化共融的

青海，让秘鲁观众更加全面地了解中

国，了解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

青海地处中国西部腹地，是世界

屋脊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之一。高原

特殊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造就出青海

的“大美”。此次展出的 200 余幅摄影

作品是中国各地的摄影家以冰峰奇

观、茫茫草原、戈壁沙漠、黄河谷地为

灵感创作的，他们通过镜头生动形象、

多视角地展现了青海的高原风貌和多

姿多彩的民族民俗文化。

一名摄影艺术爱好者称赞道：“中

国的青海真是一个美得让人心醉、令

人向往的地方！”他希望有机会亲自到

青海看一看，用自己的相机记录遥远

中国的美景。

唐卡是中国藏族文化中独具特色

的绘画艺术形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

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题材主要与宗

教相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热贡

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夏吾角此次携 20幅

青海热贡唐卡出现在展演现场。这是

中国藏族唐卡首次走进秘鲁。

前来观展的律师贝尼托·比利亚

努埃瓦得知，唐卡的绘画颜料全部取

自天然原料，如金、银、珍珠、玛瑙等矿

物宝石和藏红花、大黄等植物，其色泽

历经百年仍艳丽明亮。他贴近唐卡仔

细观赏，啧啧赞叹。“过去听说过中国

藏族的唐卡，但从未见过，今天展出的

唐卡精品的确拥有独特的艺术性，让

人大开眼界。”

艺术展上，来自青海格尔木的艺

术家还为秘鲁民众献上青海民族歌舞

表演。展示藏族、蒙古族、汉族、土族

等多民族载歌载舞欢庆场景的舞蹈

《吉祥祝福》、旋律深情而高亢的女声

独唱《青藏高原》等节目赢得观众阵阵

掌声。

演出结束后，身披黄色哈达的利

马市副市长帕特丽夏·华雷斯走上舞

台。她说，市政府的这个金色大厅是

一个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平台，希望

随着秘中两国关系的不断升温，能够

有更多中国艺术家来这里演出。

青海民族艺术让秘鲁“感知中国”

本报讯 （记者李亦奕）作为一家

有着悠久历史的老字号品牌，燕京书

画社即将迎来 40 岁生日。7 月 6 日，

燕京书画社成立 40 周年系列活动启

动仪式暨当代名家精品展在北京新

闻大厦艺术馆举行，王成喜、李宝林、

金墨如、李燕、宋滌、赵准旺、郭石夫、

晁谷、赵青仲等 52 位艺术家的作品

均在展出之列，涵盖了山水、花鸟、人

物等多种题材，以此来展示燕京书画

社 40年来的发展历程。

展厅现场，燕京书画社将珍藏多

年的老艺术家及收藏家的留影照片

首次向大众展示，燕京书画社总经

理石占成表示，正是在与老一辈书

画大师的交往中，燕京书画社逐步

完善了收藏理念，入藏了诸多近现

代画坛的名家画作，挖掘出一批当

代画坛实力派画家。近年来，燕京

书画社应时而动，转变经营思路，成

立了燕京书画艺术馆，推出了一系

列高品质的展览，同时，修复装裱机

构、书画学校也顺畅运行。据悉，此

次展览即是燕京书画社与北京商报

合作，探索一条合作办展、推广艺术

的新模式。

燕京书画社成立40周年系列活动启动

本报讯 日前，由中国艺术研究

院研究生院主办，研究生会承办的

“新源·研究生学术论坛”在该院举

办。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

研究生院院长吕品田，中国艺术研究

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李新风

作为学术顾问参加论坛并进行点评。

论坛以“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的艺术

思考”为主题，是一次由研究生自主策

划、自发参与的学术性学生活动。艺

术学博士研究生张新科、美术学硕士

研究生张海法担任主持，8 名来自电

影学、舞蹈学、艺术学、设计学等专业

的研究生发表了学术演讲。 （丛楠）

中国艺术研究院“新源·研究生学术论坛”举办

顾孔锋
作为深圳美术馆策划的起跑线系列之一，

“雪情——顾孔锋油画作品展”于 7 月 6 日至 15

日在深圳美术馆展出。顾孔锋 1976 年生于湖

北建始，现工作生活于深圳，为中艺馨书画院

副院长。他的油画作品以家乡的青山绿水为

主要题材，以写实为主又不乏浪漫主义的理想

化风采。 （美周）

家里来客（油画） 顾孔锋

张
新
作
品

李
汉
作
品

本报讯 7 月 5 日 ，“岭 南 新 风

采·珠海市岭南书画院首届书画作品

展”在广东珠海市古元美术馆开展。

本次展览由珠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珠海市岭南书画院、古元美术馆

主办，珠海市美术家协会、珠海市书法

家协会协办。展览展出了珠海岭南

书画院研究员和创作员的 69 幅书法

和美术精品力作。书法作品篆、隶、

楷、行、草种类齐全、笔法古劲、取法丰

富、各有意趣，美术作品画风或疏朗淡

雅，或洒脱奔放，或纤巧细腻，或行云

流水，彰显了岭南书画之秀雅灵气。

展览将持续至7月15日。 （美周）

珠海岭南书画院首届书画展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