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彩展事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的文艺

方针的确立，中国画创作的传统价

值取向、评价体系和审美趣味也在

发生着演变，随之带来的是题材内

容、表现方法的适应性改造。面对

这一新的课题，广东地区的艺术家

积极参与其中，探索新的语言、开拓

新的题材、高扬写实精神、表现时代

主题，以美术特有的图像语言形式

塑造构建了国家与人民的新形象，

创作了大量紧扣社会脉搏、反映时

代精神的美术作品。

7 月 26 日，“图绘新中国——新

中国广东国画的改造与转型（1949—

1978）”展览在广东美术馆举办，从广

东美术馆及其他艺术机构藏品中遴

选出包括关山月、黎雄才、杨之光、

林墉、林丰俗、王玉珏等艺术家的作

品 100 余件，梳理归纳了艺术家在新

中国成立后的艺术语言变革与风格

转向，以及在时代进程中对艺术高

峰的不懈追求。 （施晓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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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青弄潮
——在美术馆感受钱塘江文化

在位于浙江杭州东北 45 公里的海

宁盐官镇，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可

观看到最壮观的钱塘江大潮，潮头可

达数米至十数米。海潮来时，声如雷

鸣，排山倒海，犹如万马奔腾，蔚为壮

观。亲身经历过钱塘江潮的人，无不

被 它“ 千 里 波 涛 滚 滚 来 ”的 气 势 所 震

撼，而作为生活在此的浙江人民，钱塘

江 更 是 给 他 们 留 下 了 不 朽 的 精 神 文

化，孕育了他们勇立潮头的“弄潮儿”

精神。

7 月 23 日，作为钱塘江文化“北京

周 ”系 列 活 动 之 一 ，由 中 共 杭 州 市 委

宣 传 部 、西 泠 印 社 、中 共 杭 州 市 江 干

区 委 员 会 、杭 州 市 江 干 区 人 民 政 府

主 办 的 钱 塘 江 文 化 建 设 成 果 系 列 展

“ 钱 江·弄 潮 —— 中 国 画 、书 法 、篆 刻

艺 术 作 品 展 ”在 北 京 中 国 美 术 馆 开

幕 。 展 览 以“ 钱 江·弄 潮 ”为 主 题 ，分

设 书 法 、篆 刻 、中 国 画 、文 化 衍 生 品

和西泠珍品 5 个展馆，集中展出了各

类展品 240 余件。

多角度展示丰硕成果

此次参展作品不仅有连续 3 年举

办的钱塘江文化节“弄潮杯”系列大赛

优秀作品，代表了国内一流水准；也有

百年名社西泠印社“创社四君子”和历

任社长、副社长级别的社藏书画印珍

品；还有国内文化学者、文创机构共同

推出的文化成果，以及别具匠心的钱塘

江文化衍生品，充分展示了钱塘江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弄潮杯”全国书、画、篆刻大赛在

西泠印社和杭州市江干区政府历时 3

年的打磨下，成为全国性品牌展事。作

为首届钱塘江文化大使，中国文联副

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

濂告诉记者，从 2017 年起，通过 3 年的

艺术评选和展示，钱塘江文化精神有

了非常形象的诠释，这些优秀作品通

过诗书画印等非常传统的文化形态，

突出表达浙江人敢闯敢干、勇立潮头

的 精 神 。 3 年 来 ，累 计 征 集 书 法 作 品

4715 幅、篆刻佳作 1069 件、中国画作品

1095 件，古体诗词（辞赋）、现代诗歌和

摄影作品等近 7000 件，为钱塘江文化

留 下 了 宝 贵 财 富 。 在 此 次 布 展 过 程

中，特别针对中国美术馆的空间，以大

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对不同艺术门类的

展品进行展陈安排，着重凸显作品的

艺术性和观赏价值。

此次钱塘江文化“北京周”系列活

动除了这个展览外，还包含在国家大剧

院演出的钱江礼赞——大型交响乐《钱

塘江交响》。杭州市江干区委书记滕勇

表示，这是钱塘江文化第一次走进我国

美术文化的最高殿堂，以多样文化形

态、多种创作形式，全面系统、全方位展

示钱塘江文化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

钱塘江文化建设成果系列展旨在以多

样文化形态、多种创作方法，展示钱塘

江文化在文脉整理研究、文艺创作展

演、文化传承创新、文化事业和产业发

展等方面取得的一系列丰硕成果，全面

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

精神价值。

以美术创作传递钱塘江精神

关于钱塘潮这一天下闻名的自然

景观，历朝历代也留下了不少传说和

歌颂的诗赋与美术作品，如李白在《横

江词》中写道：“海神东过恶风回，浪打

天门石壁开。浙江八月何如此，涛如

连山喷雪来。”苏轼《观浙江涛》又写：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

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红旗青盖

互明末，黑沙白浪相吞屠。”绘画方面

则有宋代李嵩的《月夜看潮图》，明代

周 臣 的《观 潮 图》、清 代 袁 江 的《观潮

图》等佳作传世。

在当代艺术家之中，浙江画院院长

孙永是表现钱塘潮较多的一位。其笔

下的钱塘江或汹涌澎湃、或宁静安详，江

潮海浪不同的动态和意境，都源自于对

自然的深刻理解。对孙永而言，钱塘江

不仅是自然景观、是他的绘画题材，更是

浙江人民的“母亲河”。“我们曾经做过考

察和梳理，浙江 60%以上的人口与钱塘

江流域息息相关。近 10多年来，钱塘江

潮成为表现浙江人民敢为人先、勇立潮

头、成为弄潮儿的精神符号，我们文艺工

作者也要用自己的绘画语言来不断描述

这种开拓创新的精神。”

作为 2018年的“钱塘江文化大使”，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吴山明对如何运用

笔 墨 语 言 描 绘 钱 塘 江 有 着 自 己 的 思

考。此次展览中展出的《钱塘江时代》

是一幅以水墨形式呈现现代都市形象

和气息的作品，这是作为著名人物画家

吴山明的一次大胆尝试。他说：“城市

的 山 水 画 跟 传 统 的 山 水 画 是 两 码 事

情。这是现代的山水画家甚至现代的

画家要解决的问题。”

“钱塘江，尤其是钱塘江潮这一自

然现象，蕴含了整个杭州各种城市特

征 、文 化 特 征 和 自 然 特 征 ，这 种 天 然

的、独一无二的自然现象蕴含着人文

的 底 色 ，用 艺 术 的 语 言 来 表 达 、创 作

这样的现象，包含了我们对这座城市

的 敬 意 。”中 国 美 院 副 院 长 王 赞 用 一

幅 高 7 米 、宽 14 米 的 作 品《钱 江 潮 —

魂》，向钱塘江致敬，向杭州这座高速

发展、勇立潮头的城市致敬。王赞介

绍 ，为 创 作 这 幅 作 品 ，他 提 前 准 备 了

两年多，有了大量作品的积累。当在

泼墨画的探索中，墨与纸形成了这种

气象万千的、万马奔腾的特殊的波涛

形象的肌理，而这种肌理的艺术表达

语言恰好反映了钱塘江的气势和视觉

的 意 向 。“ 我 感 觉 到 几 十 年 来 轰 隆 隆

的 潮 水 就 像 杭 州 改 革 开 放 40 年 的 发

展，经历的变化和速度令人感叹。感

叹 自 然 的 力 量 ，感 叹 时 间 的 逝 去 ，更

加感叹我们国家的发展，这一切令我

倍感振奋。《钱江潮—魂》是我对大自

然力量的敬畏，更是对我们经历的历

史的尊重。”他说。

作为美术创作者，要以此为题材，

把壮观的自然景观和其中丰富的精神

与文脉联系起来，也是不容易的。孙永

表示，钱塘江潮偶尔看一次是没用的，

对其中景观特性和精神实质的把握需

要反复观察、揣摩、推敲，长期历练，方

可将其画得出神入化。

“青衿计划”的青衿二字，取自《诗经·郑风》“青青

子衿，悠悠我心”，在曹操的《短歌行》中，被引申为对青

年才俊的渴望之意。在正观美术馆馆长孙志中的资助

下，青衿计划从 2016年至今，共展出了 236位艺术家的

665 件作品。今年，青衿计划更是得到了国家艺术基

金的资助，为该项目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

基础。

回想“青衿计划”4 年来所做的工作，始终围绕推

选出优秀青年艺术家的优秀创作，以展览和文献出版

的方式，梳理和呈现青年艺术家的创作观念和思想意

识。在展览以外，2016 年至 2018 年，“青衿计划”每届

都组织了 3 次学术研讨会，邀请知名的美术理论家、批

评家和策展人，与参展艺术家一起就艺术创作的基本

问题展开讨论。这些文字都会被收录和整理，与艺术

家的自述一起编辑进入文献集中，希望在将来回顾当

下青年艺术创作的生态时，能够有一套文献详实的资

料供研究者参考。目前，2016 年和 2017 年的文献集已

经由金城出版社正式出版，2018 年和 2019 年的这两本

文献集也计划在年底完成出版。

“青衿计划”筹备于 2015 年秋季，当时关注青年艺

术的项目很多，诸如“青年 100”“常青藤计划”“新星星

艺术节”“罗中立奖学金”，还有北京时代美术馆的“旋

构塔”、关山月美术馆的“在路上”、三亚艺术季的“华

宇青年奖”等。这些青年艺术项目有各自的特点，

诸如“青年 100”“常青藤计划”积极开拓青年艺术家

与市场的融合，“罗中立奖学金”依托于各大美术学

院毕业生的推荐等。“青衿计划”因为所有经费源于

孙志中及其韶颂艺术基金的资助，所以考虑以尽量

节省经费的形式进行，最终确立了以展示绘画、摄

影等平面性作品为主的基本方向。在这 4 年中，“青

衿计划”展出的雕塑、装置和影像作品很少。但是

这几年发现有很多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可称之为绘画

装置，画面里有一些现成品，应该是国际上一种流

行的艺术创作语言形式的延续。很多人都谈到，青

年艺术家想获得国际策展人的关注、想获奖，就必

须做装置艺术和影像艺术，尤其是标榜国际化的展

览和奖项，将奖项评给一位架上绘画艺术家的几率

基本上为零。如此看来，“青衿计划”就显得非常传统

和保守了。

约从 2018 年始，很多青年艺术项目因为运营经济

压力太大导致规模迅速缩小，或者转移到成本较低的

城市，或者不再继续举办。在这种情况下，“青衿计划”

也一直没有追求与市场融合，仍是坚持以学术性为

本。现实是，很多青年艺术家倒是希望“青衿计划”项

目组能够帮他们做一些销售，但是很遗憾我们至今没

有做，我们只是希望专注于自己本来的设想。正因如

此，“青衿计划”在达到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申报要求的

基本条件后，于 2018年递交了 2019年度传播交流推广

项目的申请，得到项目答辩组的一致好评，获批立项。

另外就是通过几年的努力，“青衿计划”在青年艺术家

群体中形成了较好的口碑，使我们得以不受太大影响

的坚持了下来。

现在坚持以学术性为目标的青年艺术家展览平

台，有中国美术家协会组织 3 年一届的“全国青年美术

作品展”、中国美术馆每年一届的“青年艺术家提名

展”，以及各地青年画院和青年美术家协会组织的展

览。但在这个体系之外的更多的青年艺术家少有机会

参加这些展览，他们皆是以职业艺术家的身份租用工

作室创作，通过不断参加展览获得商业艺术机构的关

注才能够生存下来。这些青年艺术家在艺术创作观念

上追求更为艺术性的表现，与画院和美术家协会等体

系内的艺术家更为注重创作主题和内容差别很大。当

然也有一种样式化的因素在影响这些青年艺术家的创

作，诸如他们更为追求艺术语言和形式的趣味，对于在

艺术市场上广受欢迎的艺术家的作品表现出积极追摹

的痕迹，相反却很少关注现实题材和历史性主题创作。

在入选“青衿计划”的作品中我们也很少看到现实

生活的空间，大部分是图像性的、波普性的、抽象性的、

表现性的和观念性的视觉形式。之所以如此，我想是

当下整个历史语境去中心化的结果：青年艺术家们在

创作过程中更注重自己的直觉性意识，因此他们对艺

术本体的理解也更深入和丰富。在这些创作中基本上

没有所谓的民族和国家的视觉符号，我们或可以将之

笼统地称为“国际化样式”。当然，所有艺术家都经历

过青年时代。与前辈艺术家以残酷、迷茫、叛逆为视

觉表征的创作相较，今天的青年艺术家们已经很少

有人过多地讨论社会介入的问题，而是更注重一种

感性的知觉与经验。这也是很多青年艺术家生活和

创作的真实状态。“青衿计划 2019”参展艺术家的年

龄普遍偏小，出生于 1990 年以后者已接近半数，这是

前两年所未见的。可以想见，未来会有越来越多更

年轻的艺术家涌现出来，正是因为他们有着更为开

放、资源更丰富的艺术创作环境，有着更为敏感的主

体性的艺术创作意识。这些年轻艺术家对于艺术的

理解已经变得很自由，因此个人性的图像和思想经

验，成为他们艺术创作的基本特质。

入选“青衿计划”的 236 位艺术家，除少数在教学

和创作单位任职外，大部分人属于新文艺群体，他们

是我们的美术教育体系中培养出来的新时代的艺术

家，尽管因为是自由职业，他们的生活和创作大多时

候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甚至其中有一些人不得

不因为经济困难而中途放弃，但我相信有像“青衿计

划”这样的项目能够保持对于他们艺术创作的关注，

就 能 给 他 们 提 供 一 定 的 支 持 ，尤 其 是 信 念 上 的 鼓

励。所以，只要经济条件允许，“青衿计划”项目组的

几位同仁就会不忘初心地一直坚持做下去，力图为

中国当代艺术创作的生态和肌体注入新鲜血液，为当

下和未来中国艺术史的发展积蓄新的力量。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副研究馆员、“青衿计划”项目

策展人）

编者按：7月 27日，“青衿计划 2019”展览在北京观唐美术馆开幕。今年，该项目共征集到作品 1.1万余件，最终遴选出 69位青年艺术家的

155件作品展出。该展览在北京观唐美术馆之后，还将到深圳关山月美术馆、西安美术学院美术馆巡回展出。“青衿计划”：

鼓励青年艺术家表达直觉经验
魏祥奇

7 月 20 日，“当代院风·时代精

神：花间逸趣——当代中国花鸟画系

列展”在陕西省美术博物馆开幕。展

览由广州美术学院、陕西省美术博物

馆、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当代岭南艺

术研究院、广东省中国画学会主办，

许晓生担任总策划，于洋为策展人。

本次系列展以综合展结合个案

专题展，包含“花间逸趣·当代中国

画邀请展”和“院风新体·当代花鸟

画专题展”，邀请了 56 位具有代表性

的当代中国花鸟画家，以寻求从更

为广阔的文化视域来重新审视当代

中国花鸟画的“逸趣”命题，推动中

国 花 鸟 画 跨 地 区 的 学 术 交 流 与 互

动。其中“花间逸趣——当代中国

画邀请展”聚焦于当代中国画的发

展全局，分为“万物自在”“精致入

微”“天地之心”“观花入怀”和“一念

花开”5 个专题。参展艺术家的代群

涵盖中青，地域跨越南北，画体融汇

工写，风格兼容简繁。展览从形制、

题材、风格与文脉等角度呈现当代

花鸟画发展格局，向观众展现当代

花鸟画坛的真实创作水平。

（高素娜）

陕西省美术博物馆

花间逸趣——当代中国花鸟画系列展

近日，“集其大成——苏博藏董

其昌及晚明各流派绘画特展”正在

苏州博物馆展出。

此次展览特别遴选馆藏董其昌

师友圈与明末清初各流派山水共 20

余件，内容即以松江派、新安派以及

遗民画家为主，既有“画中九友”之一

李流芳、董其昌挚友丁云鹏的作品，

又包括松江派赵左、金陵画派龚贤、

新安画派査士标的作品，更有与明清

之际遗民书画家傅山、徐枋、项圣谟

相关的作品，其意趣不乏清目赏心，

更可窥见董氏对明末清初山水画坛

流派纷呈、气象万千局面的影响。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 8月 18日。

（施晓琴）

苏州博物馆

苏博藏董其昌及晚明各流派绘画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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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讲所颂（国画） 160×321厘米 1977年 林丰俗 蔡迪支 梁世雄 陈章绩

苔痕·云（国画） 50×86厘米 2018年 陈林

黄金年代（油画） 100×80厘米 2019年 孟德宇

钱江潮韵（国画） 40×150厘米 孙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