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彩展事

7 月 12 日，由江苏省美术馆、南

京市文联主办，水印版画材料与技

术研究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

江苏版画院、南京美术馆承办的“汲

古镌今——江浙沪皖四地版画名家

名作邀请展”在江苏省美术馆开幕。

本次展览汇集了江浙沪皖四地

165 位艺术家的 219 件版画作品，涵

盖了各个时期不同年龄层次的艺术

家的版画作品。参展作品时间跨度

大，既反映出四地版画在现代艺术

史中的突出成就，也体现出四地版

画创作的新鲜活力。通过对江浙沪

皖老中青版画家的作品呈现，展览探

讨和展望了中国当代版画如何在高

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中，如何不断研究

创新，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下，以更

多的自觉性与主动性，将对社会与时

代的思考、自我表达的诉求和个人的

艺术观念融合在作品中，使当代版画

勃发出新的生命力。

（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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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海洋为底色
—一种新样式的诞生

吴超慧

信（油画）1957年 汪诚一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是广州美

术学院迁移至广州的早期阶段，这种迁

移不仅涉及不同区域艺术版图的结构

变化、历史传承与资源的重组，也意味

着 美 术 家 们 创 作 生 态 和 环 境 的 大 变

动。由于临近东南沿海，学院师生通过

深入生活，极其频密地进行与海洋有关

的写生和创作，从而产生了大量关于沿

海建设、边防以及社会生活的作品。这

些创作不仅体现了某些共同的文化艺

术政策和时代风尚，而且从区域的角度

见证了新中国海洋建设的历史进程。

虽然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美术作

品的回顾展览一直是国内美术馆的重

要课题，但在这当中，有关海洋建设方

面 的 题 材 却 鲜 少 予 以 专 题 展 示 和 研

究。7 月 14 日，“向海洋——广州美术

学院藏 20 世纪 50—70 年代海洋建设主

题作品展”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开

展，展览以“固守海疆”“海洋建设”“堵

海围田”和“面朝大海”4 个主题全面展

示东南沿海地区新中国建设时期的“大

画卷”，并由此反观在广州美术学院这

所华南地区重要的美术学府中，师生美

术创作与国家文艺政策和社会生产生

活的紧密关联与互动。策展人何小特

表示：“展览既是通过美术作品及相关

文献完成一次‘图像证史’般的历史回

顾，同时也带出一个特殊年代的艺术史

问题：通过思想和形式的改造，一种新

的时代的艺术风格样式如何诞生。”

一种新样式的诞生

“固守海疆”板块中，黎雄才创作于

1954年的《守卫南天门海岸线上》，画面

中士兵站在海边礁石上面对大海持枪

守卫的形象，代表了那个时代一种流

行 的 形 式 符 号 。 黄 希 舜 的《渔 改 斗

争》和熊德琴《文化艇》，是 1965 年同

届毕业的历史题材的创作，受到了郭

绍纲明亮的色彩的影响，同时也在风

格 上 预 示 着“ 红 光 亮 ”的 创 作 样 式 即

将来临。从展览中大量有关民兵、海

军士兵和军舰的写生和创作来看，注重

集体主义生活、崇尚军人精神的时代风

貌跃然画面之上。

表现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成为 20 世

纪五六十年代美术创作的重要主题。

东南沿海地区的生产建设，以海洋生活

为底色，船舶制造、码头建设等都为美

术家带来了新的创作激情和契机。关

山月和黎雄才在中南美专时期已创作

了关于造船厂的“样板”，并发表于《美

术》杂志，此类创作的方法被南迁后的

广州美术学院师生效仿，他们经常到生

产第一线的造船厂，积极主动地投身于

频繁的写生之中；艺术家符罗飞也曾对

造船厂题材进行过大量写生创作，但某

种程度上依然延续了上世纪三四十年

代的表现风格。展览选取的有关造船

厂和港口船舰的写生和创作，为观众提

供了解读的详细样本。

1960 年春，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师

生到湛江堵海工地深入生活，与人民群

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师生边劳动边写

生，回校后进行创作。这些创作场面宏

大，表现出一种昂扬的情绪。集体创作

的《向海洋宣战》更被视为革命现实主

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的典型。这幅

巨构是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最重要的

藏品之一，采用了平远俯视的布局方

式，表现了两股对抗的力量：一方面是

一望无际、波涛汹涌的南海，海面上纵

横驰骋的船只星罗棋布；另一方面是在

海边奋战的劳动人群，以及数不胜数的

运输和作业工具正在向潮水推进。两

股力量形成矛盾和冲突，使得画面极具

视觉冲击力，虽然没有表现具体的人物

形象，但却无声地将人与海的对抗以及

人类征服海洋的精神具体化成一幅斗

争的图景。《向海洋宣战》体现了劳动、

教学、创作三者的结合。它主要是学生

画、老师进行辅导的，决定题材、构图，

都是师生共同讨论。从展厅现场的黑

白老照片中，便可以看到，关山月和黎

雄才两位老师在桌前俯身作画，学生们

在后面全神贯注地观察的场景。

同一题材下的艺术史问题

“《向海洋宣战》和展厅中的港口写

生能够得到主流的认可，与其现代人物

和现场感表达的得心应手不无关系，哪

怕是画面情绪的烘染，岭南画派自‘两

高一陈’开始关注现实、注重写生的传

统都在彰显着它的价值。”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何小特甚至提出了另一种策展

的角度，比如暂请展览中现已形成“好

邻居”关系的作品搬家，让展厅中关山

月、黎雄才、杨之光，以及他们的学生们

的作品置于一个“社区”，由此，新中国

美 术 中 国 画 的 人 物 画 问 题 将 得 到 考

察。比如再请胡一川、符罗飞和郭绍纲

以及他的 1965 年毕业的学生们的作品

同在一个“社区”，油画的“正确性”问题

也随之会得到关注。

环顾展厅，可以发现不少作品准确

地捕捉了工农兵群众的劳动和生活细

节，或以典型的人物形象彰显时代气

息；或通过对渔民生活的刻画，展现社

会主义新农村面貌；或描述海滨渔港之

景与人文风貌，将艺术家的现实主义的

人文关怀注入其中。在关照工农兵现

实的基础上，革命浪漫主义的情调渐渐

产生，最终形成人们熟知的现实加浪漫

主义风格。是艺术家被改造使然，还是

艺术家在复杂的创作风格中被历史选

择使然？如果用这样的疑问考察展厅

中张运辉、郑爽、刘其敏以及湛江地区

的版画作品，就会发现，从强烈、斗争的

木刻，到浪漫、抒情的版画，广东都未曾

缺席。“按题材编排的‘好邻居’关系似

乎更符合人们的观展习惯，但也并不妨

碍我们在同一题材下考察以上的艺术

史问题。对于上述问题的追问，很有可

能会帮助我们建立起关于在新中国美

术框架下，广州美术学院教学创作的发

展与广东美术风格样式形成的关系史

概念。”何小特说。

近年来，如何激活藏品，形成以点带

面的整体的艺术史观；如何从区域美术

的观察中发掘新的研究视角，为既有的

美术史书写增加新的维度，一直是广州

美院美术馆孜孜以求的目标。广州美

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胡斌认为，此次

“海洋建设”主题的切入，无疑是在这一

思考线索上的又一尝试，“它贴合我们

自身所在的区域，参与到有关新中国社

会建设的美术创作全景之中，同时又与

当下的‘一带一路’倡议形成某种隐在

的呼应关系”。

这是一个极简的展览，只有一

幅画。

然而画里有话，有太多太多的

话语凝聚在这幅名为《信》的画中。

时光是最尽责的邮递员，步履匆匆，

风雨兼程，穿越半个多世纪来到当

下，将《信》送进了厦门中华儿女美

术馆——因为这封信，本就是写给

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

记得策展初期，汪诚一先生告

诉我：“这是一幅画的展览，但不要

突 出 我 个 人 ，这 不 是 一 个 人 的 展

览。”当时我还不太理解他为何这么

说，毕竟他是《信》的唯一作者，所有

的构思、手稿，包括对素材的寻觅、

整合，皆是他独自完成的，并没有跟

谁联手创作。既然如此，为何不能

称之为汪先生的个展？

后来，随着翻阅文献，查找资料，

对《信》的背景故事越来越了解，我好

像有些明白了。《信》固然是汪诚一先

生在其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倾注心血

的代表作，但“写信人”不仅是作者本

身，还有以杨华等人为代表的北京青

年志愿垦荒队，以及整整一代秉持艰

苦创业精神的中国青年。

距离《信》的创作已有 62 年，当

年风华正茂的青年们早已白发苍

苍，有的已经离开了我们。“人生代

代无穷已”，新青年们站在了社会舞

台。当今社会，有一个热门话题：青

年人要具备什么才能获得幸福？

答案有很多，而许多人认同的

是：房子、车子、票子……尤其是住

房。前些年有个官方调查数据：由

北京团市委、市政协社法委青少年

工作小组联合开展的《北京青年人

才住房状况调研报告》发布，九成多

的受访者认为幸福与房子有关，其

中 33%的人认为“有房是幸福的决定

性因素”。无怪乎，如今“房奴”比比

皆是。

时间回放到 1955 年 8 月底，60

位经过报名和选拔的北京青年离开

城市，奔赴白山黑水的北大荒，在黑

龙江省萝北县的茫茫荒野上扎起帐

篷，搭起草房。如果说，他们是为追

求幸福而去。现在的青年们能够理

解吗？

当听说年轻的共和国有 4 亿多

亩土地等待开垦，当时的热血青年

就打头阵出发了，以天地为屋，与群

狼为邻，把汗水和青春播散在北大

荒的处女地上。是他们创造了把北

大荒变为北大仓的神话。而听说这

个事迹的“马训班”青年画家汪诚

一、詹建俊也拎起画箱，带着毕业创

作的目的辗转来到北京青年志愿垦

荒队的驻扎地，用亲眼所见、亲身体

验来捕捉最为现实、最为真实的场

景。詹建俊先生后来选择到别处采

风，完成了《起家》。汪诚一先生则

跟着以杨华为队长的北京青年志愿

垦荒队留在萝北荒原，与他们同吃

同住三个月，去摸清他们的各种生

活细节。

所以在《信》当中，我们所看到的

每一位垦荒队员都是活生生的、有着

不同个性和生活背景的人，他们也有

着细腻的情感，既有创业的激情，亦

有对家乡对亲人的牵挂、思念。

这幅画作承载太多，也为了让

更年轻的人们读懂《信》里的殷切话

语，我们请画家本人提供了创作过

程中的画稿、速写等，并找来相关的

文献、采访记录以及视频，用来辅助

阅读。

青年人 要 具 备 什 么 才 能 获 得

幸福？

在《信》当中，一代人已经给出

了答案。你看那笼罩画面的黄昏暖

光 ，难 道 不 是 青 年 自 身 内 在 的 光

吗？一种坚守，一种信念，一种在艰

苦生活里提炼出来的诗意，具备这

种精神特质的人所拥有的幸福，岂

是一间住宅所能容纳得下的。

愿此次展览能够启发新青年们走

出自己的光谱，创造出自己的幸福。

从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上半叶，随着上海开埠

通 商 ，其 开 放 的 城 市 文 化 氛 围 吸 引 着 各 方 画 家 云

集。上海周边的画家，带着吴门派、浙派、扬州派、

金陵派、虞山派及毗陵派的遗风走进上海，活跃于

此并从事着各种各样与绘画创作、书画收藏买卖等

相关的活动，并形成中国近代美术史上重要的绘画

流派——海上画派，简称海派。如果仔细研究海派

代表画家如任伯年、吴昌硕、吴湖帆、应野平等人的

艺术经历与绘画创作，不难发现，苏州和江南文化对

他们的重要影响。

日前，正在江苏苏州美术馆展出的“三生长忆是

江南——海上名家姑苏诗意作品特展”，不仅将这些

海派代表艺术家之精品力作纳入其中，也展出了新一

代上海老中青优秀艺术家呈现新时代风貌的佳作。

整个展览既在纵向上体现出传统海派艺术文脉的接

续与发展，更在横向上提供了一个研究上海与苏州两

个城市长久以来紧密的文化关联的范本。与此同时，

苏州美术馆还与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上海市作家协

会诗歌委员会、上海诗词学会联合举办了研讨会，众

多文艺界专家、画家、诗人齐聚一堂，围绕书画艺术中

的江南诗性、江南文化与上海文化的交汇融合等话题

展览探讨。

从此次展览作品来看，虽然新兴的海派艺术家有

着更为开阔的中西文化视野，但他们作品中内蕴的江

南诗性、姑苏诗意却无处不在。这些艺术家有的出身

于苏州，有的曾居住在这里学习、生活数年后移居上

海，也有的虽然是地道上海人，但自幼受到吴文化熏

陶较多，并常年来苏州写生小住。例如，1882 年，39 岁

的吴昌硕合家定居苏州；1912 年，69 岁的吴昌硕正式

移居上海。缺了苏州，吴昌硕也许无法顺利进入海上

艺坛，而没有上海，吴昌硕可能不会成就为一代宗

师。吴昌硕漫长的艺术进程，既接续了苏州与上海这

两个江南新老都市的文脉，又具有象征意味地折射出

苏州、上海彼时在江南乃至全国城市格局中地位的变

化。“吴昌硕等很多艺术大师都在上海和苏州学习生

活过，两地在文化上是共通的。在 100 多年以后的今

天，上海这批知名艺术家能够重回苏州，把过去的这

种文化渊源进一步弘扬十分有意义。”上海文艺评论

家协会副主席、本次展览策展人张立行认为，在长三

角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在倡导江南文化的大氛围中，

这样的展览是美术资源共享的成果。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此次展览文学顾问胡晓

明告诉记者，看完展览，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传承与创

新。他说：“画家有时候会超出主题范围去画他们想

象当中的江南，不光是古典江南的形象，还会有现代

生活当中的人物，但是笔墨的趣味和传统还是江南

的。本次展览既有对古典的传承，又有新的江南的特

点，二者结合的相当完美。”

郑明轩是上海知名画家，而他的父亲郑伯萍则是

上海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教授，是吴湖帆的再传弟子。

他们两人此次都有作品展出，在他们的作品中江南诗

意和文脉的代代传承体现得十分明显。“中国文化源

远流长，江南文化更是其中的精华。我常常跟儿子说

应该把这种江南文脉传承下去。”郑伯萍说。

“苏州可以说是我的半个故乡，我的外婆就是苏

州人。”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郑文为这次展

览专门创作了东山系列作品。画的都是苏州周边的

山脉，但它们不是一个实景化的呈现，而时她内心所

理解的江南文化。“这次展览涵盖的画家从民国一直

到现当代，这些画家都对江南文化作出了自己不同的

阐释，不同的时代对于江南文化的理解是有所不同

的，但从作品中又能看到很多内在的关联。”郑文认

为，江南文化不那么张扬，这种内敛的文化是贯穿在

每个画家身上的一种内在东西，所以虽然展出作品的

创作时间相隔很远，但是看着整体非常融合，没有太

多隔阂感。

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主任、苏州美术馆馆长曹俊

表示，当前，长三角一体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沪苏

两市深具共通的文化根脉和共有的精神家园，文化交

融方兴未艾。今年以来，苏州美术馆自沪苏“双城”美

术交流互鉴着手，以江南文化为共同的文化标识，策

划主办了“江南意象——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艺术

大展”“三生长忆是江南——海上名家姑苏诗意作品

特展”等一系列高质量的美术展览，主动对接上海，率

先探索沪苏“双城”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积极融入长

三角一体化战略规划中。“文学艺术是时代的反映，诗

画则是文学艺术的精美表现。希望此次展览能让更

多人探寻到江南文化的多元与丰富，进一步发现江南

文化的美好。”曹俊说。

关于幸福，

《信》给出一种答案

海上名家共话江南文韵
本报记者 施晓琴

申城拾遗（版画） 2017年 王成城

云表奇峰（国画） 1966年 吴湖帆

向海洋宣战（国画） 1960年 广州美院师生集体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