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5 月 10 日，“线：传承与

发展——2019 深圳美术馆当代艺术

展”在深圳美术馆开幕。展览选取了

杨讷维、祝大年、贺友直、黄胄、肖惠

祥、袁运生、丁绍光、孙景波、唐勇力

9 位 20 世纪中期以来具有代表性的

艺术家作品 84 件（套），旨在梳理和

呈现当代画家在对“线”的使用和创

造方面的探索，从而审视在艺术的传

承和发展中如何保持中国绘画的独

特内容与形式，以确立其在世界文化

多样性中的独特性。

“线”历来是中国艺术审美中具

有独特魅力的元素，自新石器时代以

来，古人对线条的应用，构建起了中

国绘画的基础。从帛画到壁画，从画

像石到画像砖，从卷轴到扇面，‘线’

立定其骨骼、成全其气韵，演变为一

种胸中逸气。但随着 20 世纪西方

美术教育体系的传入，中国传统的

绘画体系受到了极大冲击。“线”作

为传统绘画的重要基础之一也遇到

了许多新的问题，产生了许多新的

变化。因此，在与展览同期开幕的

“第九届深圳美术馆论坛”上，40 多

位与会人士围绕“新中国美术创作

中‘线’的传承与发展”进行了主题

发言及热烈讨论。

本次展览的学术主持、策展人陈

履认为，中国艺术赋予“线”的审美是

一种独特的文化创造，而关于“线”的

运用以及传承则积淀为中国绘画的

传统。“‘线’在中国绘画的历史发展

中表现出了深厚的传承关系，千古不

移。中国艺术中‘线’的独特性以及

所表现出来的文化面貌，正成为中国

艺术传统中特别的内容。”陈履生说。

据了解，“深圳美术馆论坛”是一

个常设性批评理论研讨会，2003 年

以来，该论坛已成功举办八届并出版

相关文集，现已成为深圳美术馆的一

个学术品牌。 （高素娜）

深圳美术馆探讨“线”的传承与发展

本报讯 5 月 10 日，由福建省美

术馆、贵州美术馆、福建省美术家协

会漆画艺术委员会主办的“材料与图

式——2019 福建漆画全国巡回展·
贵州站”在贵州美术馆开幕，《添彩》

《脉》《晨·闽南红砖老厝》《空灵》《方

圆》等 110 件参展作品呈现了福建漆

画艺术的多元面貌，是福建当代漆

画艺术在贵州的第一次整体展现。

据闽江学院美术学院院长、福

建省非遗（脱胎漆器）传承人郑鑫介

绍，福建是我国近现代漆艺的发源

地之一，从清中期沈绍安的脱胎漆

器，到拍敷薄料彩漆技法的应用，再

到李芝卿百块漆艺样板的出现，扬

起了福建漆艺前行的风帆。经过几

代漆艺人的不懈努力，福建漆艺术

已从工艺美术的范畴，迈进现代艺

术的领域。近年来，福建漆画家们

一直在漆画的材料和图式上进行不

懈的探索。在材料上，他们在传统

媒材的当代表达上不断探索；在图

式上，他们利用大漆材质的独特语

言，把握时代脉搏，打造漆艺术本源

上的图式体系，进而阐述自身的艺

术情感。他们在不断的髹漆与打磨

中倾听漆的絮语，感悟由漆至道的

生命体验，他们的努力使福建漆画

呈现出从“沿袭古法”走向“无法而

法”的多元艺术面貌。 （高素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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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亦奕

油画在我国的发展，不仅将中国绘

画与世界艺术联系在一起，而且扎根中

华大地而生长成美术的重要形式，引发

了中国固有艺术的变革。因此，系统地

整理、收藏、研究和展示中国油画，具有

艺术史和文化史双重意义。坐落于北

京国子监的大都美术馆就是我国目前

为数不多的专业油画收藏机构。

历经十余年的研究收藏，以典藏中

国近现代以来各个重要时期的油画家

代表作品为收藏宗旨，大都美术馆现有

藏品近 1000余件，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中

国油画收藏体系。其中不乏颜文樑、卫

天霖、吕斯百、秦宣夫、吴大羽等老一辈

油画家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作品，也

有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油画家靳尚谊、

詹建俊、闻立鹏、全山石、钟涵、朱乃正

等重要艺术家的代表作品，同时还收藏

了反映当代风尚的刘小东、喻红、闫平

等中青年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不

仅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而

且可以比较完整呈现中国油画一百年

来的发展脉络。

5月 11日，由山东青岛市文化和旅

游 局 、青 岛 市 文 学 艺 术 界 联 合 会 、北

京靳尚谊艺术基金会主办的“时代的

印记——靳尚谊油画与素描作品展”及

“百年油画的轨迹——大都美术馆油画

藏品展”在青岛市美术馆开幕。分别展

出靳尚谊油画及素描作品 41 件和大都

美术馆馆藏作品 133件。一件件充满油

画质感的作品与青岛的红瓦碧海融为

一体，相得益彰。

欧洲油画引入中国后，无可避免地

面临着精微深博的国画传统语境。这

两种艺术各自不仅受地域、时代、社会

和民族生活、思想与精神的影响，反过

来它也塑造着这一切，包括画家所用的

艺术语言。此次展出的靳尚谊的油画

及素描作品，就涵盖了其艺术创作不同

时期的语言风格，呈现了其创作意识转

变的形态，分为“肖像画创作”“风景写

生”“肖像写生”“少数民族人物写生”

“女人体艺术”“新创作”六大板块。

大都美术馆馆长、美术史论家曹意

强指出：“在学生时代，靳尚谊从徐悲鸿

的教诲中领悟了绘画的优劣不以精细

或粗犷而论，其艺术性在于精细中显轻

松，粗犷中寓典雅；他从董希文的创作

中领会到，必须依据不同主题而采纳或

发明不同的绘画语言，由此而言，创新

是画家必备的基础；从上世纪 50年代的

马克西莫夫的油画训练班中，他懂得了

绘画结构的要义。这三方面的领悟体

现在他上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的素描

和油画之中，而这些质朴而隐秘个性的

作品又反映出那个时代中国油画的普

遍特征。”因此，大都美术馆收藏的靳尚

谊早期作品，对理解画家个人的油画之

路，对研究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油画发展

均具有史料价值。

如果说靳尚谊早期的油画质朴而

颇具时代特征，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更

注重形体和体积的塑造感，那么，从上

世纪 90 年代开始，靳尚谊开始转向空

灵的氛围，近期又尝试将平面性或装

饰性与再现性进行有机结合……中国

美术学院院长许江认为，靳尚谊在艺

术创作中蕴含着一种难能可贵的学术

理性，并在油画艺术语言中展现出人

性的精神，其对油画语言的重视，既是

持续的绘画方法的思考和讨论，又深

深影响着油画界，逐渐形成绘画学界的

一个重要品质。

从史学角度看，大都美术馆的藏品

旨在充分体现中国油画的百年轨迹，此

次展出的 133 件油画作品中，既有冯法

祀 1936年创作的构图饱满、充满张力的

《碧云寺》，林岗 1954年创作的带有明显

苏派油画气息的《农家庭院》；也有袁运

甫 1974年创作的层次分明、极富构成感

的《水乡的早晨》，詹建俊 1982年创作的

明暗对比明显、类似剪影的《母亲》等

等。选取的这些中国油画历史中的经

典作品，表征了我国油画的三个转折

点：首先是 20 世纪上半叶学习欧洲油

画，产生了一批倾向于印象主义手法的

杰作；其次是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吸

收、借鉴西方各种油画技法，尤其是古

典再现性传统，涌现了一批写实主义杰

作；最后至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油画进

入了多元探索时期，出现了各种形式和

风格并存的局面。

中国油画是世界油画发展的组成

部分，也形成了自身的特色。而大都美

术馆的藏品正是其缩影，凝聚着中国

油画各个发展阶段的菁华，而其风格、

形式的多元变化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变

革及其与世界文明的关系，承载着各

个时期的观念、情感和愿景。曹意强

说：“本次的两个展览不仅强调作品本

身的艺术价值，以油画审美品质至上

为标准，更加力图建立能够代表我国

各种油画风格之高水准的藏品馆，为

研究油画家个案和我国油画史奠定可

视的文献基础。”

大都美术馆：标注中国油画的刻度

日前，“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

代——‘寿山石韵’艺术大展”在中

国 美 术 馆 开 幕 。 此 次 大 展 汇 集 近

200 件古今寿山石精品，既有杨玉

璇、周尚均、林清卿等古代巨匠的经

典之作，又有郭功森、冯久和等老一

辈艺术家的代表作，更是齐聚了 19

位寿山石雕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精

品力作，全景式呈现了寿山石文化

“雕若天工、印传天下”的丰富内涵

与外延。

产于福州北郊的寿山石，位列

我国“四大名石”之首，其质地莹润、

色彩斑斓，既属名贵彩石，又是珍贵

的艺术品，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历史

内涵，被尊称为“石中之王”。

福建省文联副主席、福建省美

术家协会主席、展览总策划王来文

介绍，展览以“文脉：寿山石千年历

史传承”“复兴：新闽派的寿山石文

化”“当红：雕刻大师礼赞新中国”3

个篇章，探讨寿山石艺术与新闽派

文化的关系，呈现福建寿山石文化

对于传统文化在当代复兴的意义。

“此次展览不仅展示了寿山石的历

史、文脉，同时也是对寿山石这一具

有民族、地域特色的传统艺术的一

次深度梳理，以便未来更好地探索、

传承、发展寿山石艺术。”

据记者了解，此次展览全面系

统地对雕刻、技艺、传承等寿山石文

化进行梳理，通过“寿山石韵”，观众

将领略到寿山石雕刻艺术所呈现出

的历史文脉、雕刻技艺、传承发展等

丰富内涵，感受寿山石雕作为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富于活力的工

艺美术产业所呈现的当代风貌。

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省委

秘书长梁建勇介绍，展览被纳入“亚

洲文明与对话大会”系列活动，展览

以独特的视觉形式与艺术语言，向世

界呈现出以“印石文化”“石雕文化”

为代表的亚洲文明精彩一隅，促进亚

洲各国文化之间的共鸣、互鉴与对

话，将使得寿山石以独一无二的面貌

向世界展现出古老鲜活、生生不息的

传统文化之美。梁建勇表示：“我们

将以此次展览为契机，持续深化寿山

石文化发展研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新

福建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

更多智慧力量。”

恰如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所说，“寿山

石”这三个字因雕刻而凸显其价值，

寿山石雕刻艺术家的名字、历史和

精神与寿山石融汇在一起，它形成

了福建文化重要的基石。

“寿山石韵”展传统文化之美
本报记者 马霞

数载筑梦，一朝花开。5 月 9 日，

“卓越筑梦”天津美术学院 2019 届毕业

生作品展在该校美术馆开幕，4000 余件

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毕业作品，呈现了天

美学子的艺术成就和创作态度。5月 10

日，中央美术学院校园内，随处可见一

扇扇通往“时间隧道”的大门，这些交错

重叠的玻璃之门仿佛能将人带入一种

未知的想象空间。当天，在徐悲鸿先生

塑像前，“2019 中央美院毕业季启动仪

式暨研究生毕业展”正式开幕，316名硕

博士毕业生的 1000 余件毕业创作接受

社会检验。同天，“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2019 届硕士研

究生毕业作品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

馆拉开帷幕，176 名硕士毕业生的 1000

余件（套）艺术作品占据了博物馆的整

个四层展厅，许多作品的旁边摆放着鲜

花和同学们的寄语卡片，观众们或是在

作品前合影留念，或是沉浸在有趣的交

互设计之中……近日，全国各大美术院

校毕业作品展陆续开幕，小到毕业展的

海报设计、大到毕业生的理想信念都迅

速成为毕业季的热议话题。这一艺术

的成人礼，也为这个夏花绚烂的季节注

入了年轻的活力。

今年是中央美术学院建设第二个

百年的起首之年，该校毕业季以“未来

考古学”为题，意在希望学生的作品一

方面能继承央美的光荣历史，另一方面

寄望学生无论以何种视角或艺术语言创

作，都能触及当下、放眼未来。据中央美

院毕业季总策划、实验艺术学院院长邱

志杰介绍，“未来考古学”同时引入了时

间和社会两种意识，考古是过去和历史，

未来是畅想和构建，他希望学生的个体

生命和社会、人类的总体命运站在一

起，用当下行动充实未来人们的史料。

细观央美毕业展可见，雕塑专业和

实验艺术专业的毕业创作最具实验精

神，其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也富有先锋

性。如硕士毕业生倪秉栩的雕塑作品

《春》，借用机械技术使其呈现动态形

式，赋予了作品特别的意味和韵味，吸

引了很多人驻足观赏。据倪秉栩介绍，

她作品中的“指鹿人”这一符号隐喻了

“指路人”，意在表达只有自己才是命运

的掌舵者、指引者这一观点，体现了人的

主体性。实验艺术学院硕士毕业生王媛

媛的作品《深红》，用蜡烛与油性材料混

合，在其受热后呈缓慢流动状，颠覆了人

对固体蜡的认知。她用一组四件的装置

作品模拟了“常”与“变”的规律，颇富黑

格尔哲学体系的色彩。来自央美第六工

作室的毕业生刘龙飞则站在质疑科技为

人带来福祉的角度，从人体器官切入，用

贴金技法强化器官形式的庄严感，表达

科技应始终以人为本、为人服务的思想。

在谈及毕业季的意义时，中央美院

院长范迪安表示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

推动毕业生认真投入创作和论文写作，

二是促进教学研讨和教学改革，三是增

加央美的社会贡献力、提升央美的社会

影响力。“毕业季使各学科、各专业毕业

作品同时呈现，为学校了解教学现状、

分析存在问题、研判教学发展方向，提

供了最直观的条件，促进了教与学两方

面的交融。同时，毕业季为社会各界提

供了大规模的人才展示，构成了学校与

社会的互动，让社会各界人士观赏丰富

的作品，还为毕业生的创业就业提供了

多种可能性，这是其他任何展览不可比

拟的。”范迪安说。

今年是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

清华大学的第 20年，自清华美院成立以

来，一直致力于探索出一条结合社会问

题，服务大众需求，探索未来生活的美

术教育实践之路。此次毕业展作品不

仅有陶艺、漆器、服装设计等该院见长

的工艺类作品，汽车设计、酒店大堂设

计、互动交互设计等更是具有深意和亮

点。如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硕士毕业生

李佳音与雕塑系张升化博士在信息艺

术设计系米海鹏、王之纲等副教授的指

导下完成的作品《墨甲幻音》，这组作品

是由三件机器人组成的乐队，它们分别

是竹笛机器人“玉衡”、箜篌机器人“瑶

光”和排鼓机器人“开阳”。它们演奏的

乐器均为中国传统乐器，所演奏音乐都

是根据它们自身特点而原创的音乐。

“墨甲”乐队的诞生实现了艺术和技术、

科学和人性的突破性探索。“这些具有

美感和现实意义、自由而有深意的创作

与表达，展现了美院学生的思想、情感、

创造能力和实践能力。”清华美院党委

书记马赛说。

目前，各大美院的毕业展仍在进行

之中，虽然部分院校的本科毕业展尚未

启幕，但从目前展出的作品来看，科技

性、人文性、开放性和紧随时代是毕业

生创作的一大特点，其中许多作品既具

有现实意义又不乏未来想象。这也正

契合中央美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教

授郑勤砚对学生们的寄语：少年励志，

永做追梦人和栋梁材，为人民、为祖国

记录和描绘时代声音，成为伟大中国复

兴的先锋力量。

“勇气和判断是我在研究生学习中

最大的收获和感触，这也是在当下巨变

的时代里，拒绝平庸的美院人对真实矢

志不渝的追求。”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

院油画系毕业生郭亚冠说。

又到毕业季：让艺术记录未来
本报记者 高素娜 实习生 王玉蓉

中央美院毕业展现场 清华美院毕业展现场

穿花裙子的维吾尔族女孩（油画） 1981年 靳尚谊 水乡的早晨（油画） 1974年 袁运甫

冬韵漆象（漆画） 汪天亮

江上如此多娇（寿山芙蓉石） 徐崇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