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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

本报记者 高素娜

黄小明：

明心慧木 革新变旧 黄文智

精彩展事

6 月 22 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

中国美术学院、江苏省常熟市人民

政府主办，江苏省美术馆、常熟市委

宣传部、常熟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承办的“道承东南——朱颖人中国

画创作与思考特展”暨学术研讨会

在江苏省美术馆举行。本次展览展

出了朱颖人代表书画作品、手稿 120

余件，对其 70 多年的艺术生涯进行

了系统地回顾和梳理，反映朱颖人

对中国画的独到见解和深刻思考。

朱颖人 1930 年生于常熟。1947

年考入苏州美专，随颜文樑、孙文林

学习油画；1949 年考入杭州国立艺

专，随林风眠、倪贻德、关良等学习

油 画 ，练 就 了 坚 实 的 绘 画 艺 术 功

底 。 1952 年 毕 业 留 校 任 教 。 1960

年，朱颖人随吴茀之学习国画，并得

到 了 潘 天 寿 、诸 乐 三 等 名 家 的 指

导。这样的学艺道路，使他的国画

从一开始就具有传统经典的水墨意

蕴，同时又充满了新时代、新生活的

朝 气 。 朱 颖 人 善 于 从 自 然 中 发 现

美，立足传统笔墨，却不囿于中国画

的传统程式，大大拓宽了花鸟画的

创作手法。同时，在他长达 57 年的

教学生涯中，不乏像刘文西、张立

辰、吴山明这样的名家弟子。

朱颖人情系家乡，2016年曾向常

熟博物馆捐赠书画作品 61 件。这些

作品是朱颖人精心挑选的佳作，具有

较高的艺术价值。今年 5 月，朱颖人

又将不同时期艺术代表作 57 件和教

学示范及课徒画稿68件，师辈陈摩、潘

天寿、诸乐三书画手稿 5件，共计 130

件，一并捐赠给常熟博物馆。 （李丹）

江苏省美术馆

道承东南——朱颖人中国画创作与思考特展

浙江东阳是我国民间工艺的重要

聚集之地，这里被称为教育之乡、建筑

之乡、工艺美术之乡，而黄小明所从事

的东阳木雕又是东阳地区民间文化中

的大类。千余年来，这一始终鲜活在工

匠指尖下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也构成了

东阳最具个性的美学特征。

6 月 20 日，“明心慧木——黄小明

木雕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

以明木、明慧、明心、明道 4 个板块，展

出了黄小明东阳木雕作品近百件，包括

宗教、人物、景观、装饰等多种题材，呈

现了他从艺 40 年来在东阳木雕发展历

程中的探索。

风格多样 承前启后

走进中国美术馆一层的“黄小明木

雕艺术展”展厅，在以“烟雨江南”为主

调的氛围中，一件件精美的木雕作品置

身于褐灰色、木本色、象牙色、朱砂红等

色彩搭配的场景之中，大气典雅、庄重

美观。

作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

遗传承人，黄小明的许多作品堪称经

典，如他为北京故宫主持复制的乾隆

宝座，恢复了数项濒危传统工艺，融木

艺、雕艺、漆艺等于一体；他承制的九

华山大愿文化园和南京牛首胜境佛顶

宫木雕装饰，被誉为“雕刀下的梵唱”；

他的木雕作品还进入 G20 杭州峰会主

会场、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主会场。这

些作品在此次展览中或等大、或缩小

进行了展示。

除经典作品外，黄小明还专门为此

次展览创作了 8 组 35 件新品。其中，

《山水十二条屏》长达 9 米，12 幅中华山

水画面被雕刻于 12 个折扇弧形落地屏

风之上，它们整体类似传统东阳木雕的

板雕，但在许多景致的细节中，黄小明

又将镂空雕、浮雕等手法融合其中。表

现大漠的《永恒的丝路》在传统基础上

创新，整件作品利用木材的自然形态与

自然纹理，塑造出驼队在沙漠中穿越的

形象。“这件作品从构思、设计到完成共

用了大半年时间，在创作上除运用东阳

木雕的传统技法外，还使用了圆雕等技

法。这些骆驼形态各异，大小不同，人

物以唐朝时期的形象为主，整个驼队像

是从神秘的沙漠中心走来，又蜿蜒走向

无尽的远方。”黄小明说。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研究

所所长邱春林看来，此次展览呈现出

“琳琅满目的多样性风格”，“如在《胡杨

之韵》中，黄小明用线条的形式表现了

胡杨的质感和肌理，既表现了胡杨的生

命力，又表达了生命的律动。可以说，

黄小明在传承东阳木雕的基础上，探索

了许多符合当代审美及艺术需求的表

现手法，在艺术上做到了承前启后。”邱

春林说。

守正创新 探求高峰

黄小明的父亲黄树银是东阳地区

屈指可数的竹编工艺美术大家，在父亲

的熏陶下，黄小明从小就对竹编、木雕

等民间艺术有着浓厚兴趣。从 16 岁握

刀开始，黄小明就立志发展东阳木雕艺

术。在东阳木雕总厂的学艺经历，让他

拥有了高起点；拜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冯文土门下后，又习得了师祖“木雕宰

相”黄紫金的艺术精髓；而在浙江工艺

美术学校的学习，则让他开阔了艺术视

野，丰富了艺术表达，为传统木雕与现

代雕塑的链接找到了更多“焊点”。

黄小明把传承与创新东阳木雕作

为自己的使命，创新了叠雕技法，开创

了“速写木雕”“超写实木雕”“竹简木

雕”“造物木雕”“取景框木雕”等门类，

丰富了东阳木雕的表现方式。中国美

术馆馆长吴为山评价说：“黄小明的作

品刀法洗练，细致入微，画面富有诗意，

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个人风

格。众所周知，东阳木雕是以平面浮雕

为主的雕刻艺术，而黄小明则把透雕、

浮雕、圆雕等雕刻技艺融汇在一个画面

中，巧妙地利用不同材料的质地，组合

成一个有机整体。”

在黄小明看来，传统的文化艺术在

当代虽具有一定局限性，但只要敢于创

新，将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必然会发

挥出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流行与古

典的结合，在歌曲、舞蹈、服装、建筑装

饰等多个领域均有无数优秀实例，而

这些跨界精品，无不建立在传统艺术

文化的基础之上，没有传统，我们的创

新都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黄小

明说。

敢于担当 为民艺摇旗呐喊

从艺数十年，黄小明深刻体会到传

统文化艺术在传承上的艰难。“无论是

木雕还是其它艺术都面临一样的问题，

愿意学的人或许不少，但真正能坚持几

十年并将其作为一项事业的人实属少

见。东阳木雕的传承在当下仍形势严

峻。”黄小明说，当前很多从业者缺乏薪

火相传的精神，只注重短期经济利益，

只看到火焰能照亮眼前的利益，却没看

到火焰能照亮更远的路。“传承不仅是

技与艺的传承，还应该有创新的传承，

要努力把自己的创造力融入木雕技艺，

把传统与创新的一切，把有利于东阳木

雕发展的一切，传递给后人，让火焰的

光芒愈加炽烈。”他说。

保护与发展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话

题，在新形势下，文艺的传承模式与发

展方式如何才能符合时代要求、加快转

变境遇，这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魄力

和方法。近年来，黄小明积极投身于民

间文艺的抢救、保存和传承之中，他不

仅向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提交了《关于

工艺美术行业品牌化运营的建议》，还

推动成立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协会木雕专业委员会。同时，他还发起

了“互联网全球招徒”活动，选拔了一批

优秀的人才，更拉近了传统民间艺术与

年轻一代的距离。

“保护与发展民间文艺是一个宏大

的命题，没有具体实践，它就是空中楼

阁，就是一句漂亮但无用的话，所以我

坚持：一是要从自身所从事的领域做

起，二是要从自身所处的地域做起。”黄

小明说。

他们是湖北美术学院的前身武昌

艺专江津时期的学生，一个师从唐一

禾，一个师从张肇铭；他们是中国美术

史上少有的共同投身革命、从事地下党

工作的艺术伉俪。6 月 19 日，一场特殊

的展览在湖北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

展出作品均是从武昌艺术专科学校走

出的红色伉俪——李家桢、张友鸠夫妇

生前所作，300 多件作品与文献立体呈

现、回顾了李家桢、张友鸠夫妇对革命

与艺术的矢志追求，以及虽历经磨难仍

不忘初心的感人一生。他们的经历也

是武昌艺专一段历史的见证。

李家桢 1917 年出生于湖北应城，家

道中落但热爱绘画，1940年进入武昌艺

专之后，师从唐一禾学习油画。张友鸠

1916年出生于安徽，她的哥哥张友鸾、张

友鹤都是著名报人。李家桢与张友鸠不

仅热爱绘画，亦是追求进步的热血青

年。就读武昌艺专时，李家桢与张友鸠

成立了半公开的“读书会”，通过阅读进

步书籍引起了地下党组织的关注。1941

年，在皖南事变后的白色恐怖下，他们俩

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人在党组织

的领导下，在武昌艺专创立了“五一三木

刻研究会”，不仅让大批学生了解了新兴

版画的创作手法，还通过组织苏联版画

展览，向近万名国统区的观众宣传了苏

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场持续一年

之久的群众性进步木刻运动，在抗战时

期的国统区极其少见，在当代中国版画

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1945 年，李家桢和张友鸠结为夫

妻。他们出色地完成了许多党组织交

给的任务，比如在重庆谈判期间，李家

桢通过在国民政府水利委员会绘图的

工作提供了美军对长江的航拍照片。

张友鸠在南京中共办事处准备撤离时，

冒着生命危险取出了留在南京的许多

地下党员的联系方式。1948年底，他们

被叛徒出卖被捕，始终坚贞不渝，后被

营救出狱。新中国成立后，李家桢重拾

画笔。张友鸠则因为曾在狱中得了重

病，于 1962 年去世，年仅 46 岁。爱妻故

后，李家桢继续在绘画事业上不懈追

求，油画艺术达到了一定的高度。2008

年，91 岁的李家桢病故。11 年后，其女

李其容将父母的遗作与遗物无偿捐赠

给他们的母校湖北美术学院。

湖 北 美 术 学 院 原 院 长 唐 小 禾 认

为，李家桢自小受中国画影响颇深，对

古典油画的理解也非常深刻，尤其晚年

的山水画融合了中国画的意境，加之其

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使得他的作品高屋

建瓴，大气、洒脱。本次展览总策划、湖

北美术学院院长许奋表示，李家桢师从

留法油画大家唐一禾，造诣深厚，其晚

年将中国画意趣表现于油画风景中，艺

术成就达到新的高度；张友鸠是著名国

画家张肇铭的爱徒，1942年还是在校生

时，张友鸠的作品《红衣仕女图》就在第

三次全国美展中展出，该作品的题款、

杜工部诗句“天寒翠袖薄 日暮倚修竹”

是由张肇铭所写，后又被遴选去新疆、

印度参展。两人还创作了大量的进步

木刻，幸存至今的作品中就有李家桢为

纪念唐义精、唐一禾先生因公殉职所作

的版画。

本次展览还展出了作家张恨水在

李家桢、张友鸠婚宴签到册上题写的诗

句“关关雎鸠，琴瑟友之，宜室宜家，歭

乃桢幹”。这四句诗出自两诗一文中，

张恨水把它们巧妙连缀在一起，既表达

了美好的祝愿，又别具匠心地把两人的

名字“友鸠”与“家桢”嵌入进去。作品

《清明节的杜鹃花——为祭奠亡妻而

作》也是这对伉俪的爱情见证。张友鸠

去世后，李家桢总是在清明那天去张友

鸠安眠的公墓，采撷一大把杜鹃花，供

奉在张友鸠的遗像前。于是，就有了这

张《清明节的杜鹃花》。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展出的 300 多

件作品与文献是由李家桢、张友鸠之女

李其容无偿捐赠给湖北美术学院的。

“亲眼目睹这些泛黄的作品与史料，我

心里仍然受到极大冲击——这是我们

前辈的真实故事！这是一段如此鲜活

的历史！我从未感觉自己离江津时期

的 武 昌 艺 专 如 此 之 近 ，仿 佛 触 手 可

及。”湖北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张杰感

慨道，如果说李家桢、张友鸠夫妇历经

磨难仍不忘初心，源自国难时期武昌艺

专先辈舍身忘我、美育救国的信念。那

么，李其容细心保管父母的遗作遗物，

认真整理文稿书信，自费出版回忆文

集，则是为了告知世人不忘和坚守武昌

艺专精神！

老一辈艺术家的精神传递给了家

人，也感染着美术馆人。据了解，此次

展览涉及大量的文献史料，考证梳理工

作量大，秉承一贯严谨的专业态度，美

术馆团队多次往返武汉与杭州两地调

研。为呈现完美的展陈效果，馆员们反

复探讨展出方案，修改调试局部细节，

并加强与兄弟院校、兄弟美术馆之间的

交流与合作，比如向中国美术学院档案

查询李家桢相关史料，向浙江美术馆借

展 49 件李家桢作品……该展入选文化

和旅游部“2019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

展出季活动项目”。

在服务教学的前提下，怎样用藏品

完整构建学校的 DNA 链条，一直是湖

北美术学院美术馆追求的目标和使命。

随着与老一辈艺术家及其家属的接触日

渐增多，美术馆人也越来越感受到了其

中的温度：一位位让人肃然起敬的前

辈，一个个让人唏嘘感叹的故事……百

年老校是有血有肉、鲜活生动的存在，

它的温度是最宝贵的，不断地挖掘、保

护并传递这份温度显然是这座学院美

术馆工作的本质意义所在。

李家桢、张友鸠夫妇作品文献回顾展：

传递历史的温度
本报记者 李亦奕

莲美术馆位于浙江杭州西溪艺

术集合村，“传承·转化 2019‘同道’

雕塑作品展”是该馆建成后主办的首

次展览。展览参加者为沈文强、曾成

钢、朱晨、林岗、陈辉等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的知名教授和青

年学生。展出作品呈现出鲜明的东

方审美意味，曾成钢一直主张传统雕

塑语言的现代转化，提出雕塑创作要

立足于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从中汲

取营养，并将其转化为现当代的艺术

形式。他的作品《莲》原型为成熟的

莲蓬，其在失去水分和有意被撕扯

后，呈现瘦、皱和遒劲的沧桑感，与人

文画中的审美意境相合，但这种“涅

槃”过程中的莲，在使用不锈钢材质

再现后，绘画意向成为立体视角，原

有的雅趣，也转化为一种苍劲与空灵

并存的审美理想。

陈辉对中国古代雕塑有独到的

认知，他的作品，于简洁的方圆变化

之间，融合了先贤谦逊内敛的儒雅

气质。冯崇利的作品多将传统人文

题材与极简的雕塑形式结合起来，

在金属的漏痕与镜面交相辉映中，

呈现出大气磅礴的东方审美气韵。

黄文智、朱勇、庄秋阳、邵月娇、施丹

等 人 的 作 品 探 讨 了 雕 塑 的 不 同 形

式，其中黄文智的作品试图在具象

语 言 中 找 寻 中 国 古 代 造 像 中 的 神

采，其他四人则多在材料语言和抽

象建构上着墨颇多。谭建明、闫坤、

卫昆、赵兴华、杨云浩、闫宇、金叶子

弘、张升化、于国光、赵峰等人也具

备坚实的造型能力，并在不断探索

自己的雕塑语言。

朱晨的《石器系列》作品，于简洁

的器型中蕴藏经纬，其抽象的形质，

深具幽玄之意。林岗的《听雪》系列

作品，多在“随形”的石料上镶嵌金属

材质的乐器构件，传达一种闻弦知雅

意的艺术想象。张新宇的作品在圆

形界面中以疏密的钢条排列来构建

变幻的图像，与山水相融，尽显南方

灵秀。仇世杰、余晨星的作品都带有

鲜活的生活气息，其对于艺术的理

解，犹如茶禅般的恬淡和睿智。

主办方表示，从地域上看，中国

美术学院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呈南

北之望，在艺术面貌上也有所区别，

但就师承而言，这些艺术家又存在着

一种天然的内在关联。因此，“传承·
转化 2019‘同道’雕塑作品展”又不

是一般意义上的地缘聚会，而是基于

艺术文脉的新思考和对雕塑创作的

深度总结与展望。

对雕塑文脉的新思考

为庆祝中俄建交 70 周年，纪念

梅尔尼科夫诞辰 100 周年，上海梅尔

尼科夫美术馆与俄罗斯联邦驻上海

总领事馆联合主办的一年一度的中

俄绘画交流系列展览（第 4 回）：大地

之歌——上海·彼得堡油画名家风景

作品研究展于 6 月 28 日在梅尔尼科

夫美术馆开幕。

本次展览的主题选择“大地之

歌”，以风景绘画为主角，旨在以上

海与彼得堡这两座友好城市中的艺

术家为主体，通过风景题材绘画作

品的比较展示，向公众呈现他们各

自对于自然之景与大地情怀的独特

理解与艺术演绎。

展览共选取中俄两国当代不同

时期主流艺术家的 60 余件风景作

品，分“经典回溯”“海上风采”“涅瓦

情韵”3 个板块展出，涵盖油画、丙

烯、综合材料等。俄方有当代现实

主义学派巨匠梅尔尼科夫为代表的

10 位列宾美院历届艺术家的优秀作

品参展，参展作品从不同视角，呈现

了不同时期俄罗斯学院派群体间的

传承与创新。中方有包括我国当代

著名艺术家在内的 19 位老中青海派

艺术家参展，参展作品中不乏具有

鲜明俄罗斯绘画风格影响的作品。

据悉，本次展览的部分参展作

品是首次与观众见面。 （李亦奕）

上海梅尔尼科夫美术馆

上海·彼得堡油画名家风景作品研究展

芬兰的风景（油画） 2011年 巴达姆

遨游（木雕） 2019年 黄小明

罹难的武昌艺专校长唐义精、教授唐一禾（版画） 李家桢 仕女画（纸本设色） 张友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