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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野

看 点

2019 年即将过去，总结过去一年的收获，

抑或展望未来，本周的美术界“很忙”，值得关

注的事很多。

12月 17日，52幅中国古代书画汇集为“中

国古代书画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亮相。这些

作品均为名家佳作，以时间为线，讲述了宋元

以来近千年中国古代书画的发展。其中，近 10

米长宋人《辋川图卷》将辋川二十景绘于一卷；

任仁发的《饮饲图卷》全图造型精准、勾勒劲

细，展现了画家臻于成熟的绘画技巧，也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此外，文

天祥存世 3 件墨宝之一的《草书谢昌元座右辞

卷》，赐死岳飞的宋高宗赵构的《草书七言绝句

团扇面》，康熙、乾隆的御笔，均在展出之列。

12 月 18 日，程十发美术馆开馆，上海的美

术馆方阵又添新成员，其开馆首展“程十发艺术

系列大展”包括“海上标程——程十发艺术大

展·程十发作品文献”“海上标程——程十发艺

术大展·程十发捐赠作品”“星光璀璨——程十

发和画师们艺术文献展”和“灿若晨星——林

风眠特展”。其中，程十发捐赠作品尤其值得

关注，该展展出了程十发晚年捐赠给国家的古

画 100 多福，包括唐寅、陈洪绶、董其昌、钱

选、石涛等名家作品。该展与国博的“中国古

代书画展”一起，为人们更好地品味中国古画

的独特魅力，研究中国传统绘画的精髓，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的文脉，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本周，12月 19日，中国美术家协会迎来了

一年一度的工作会议，会上，中国美协主席

团、百余位各地美协代表和中国美协各艺委

会、研究会代表汇聚北京，总结 2019 年的工作

的同时，为 2020 年中国美术事业发展献计献

策。12 月 20 日，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进京展暨第三届中国美术奖颁奖式举办，为

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画上了圆满的句

号。12 月 21 日，中国美协动漫、建筑、美术教

育艺委会换届，也让人们对中国美协在这一

领域的未来工作产生了新的期待。

近日正有多家画院领导换届，如天津画

院院长由范扬接任，湖南省画院院长由旷小

津接任，周京新不再担任江苏省国画院院长

职务，由画院党总支书记、常务副院长刘云负

责画院的日常工作。换了领头羊，对于画院

而言，或许代表的是一种发展的新探索。

如果说古 代 书 画 展 现 和 定 格 了 中 国 千

年 来 的 社 会 史 、人 文 史 和 自 然 历 史 ，那 么 ，

绘 画 与 科 技 的 融 合 ，则 挖 掘 出 了 绘 画 更 多

的活力与可能。我们既不能忽视古典艺术

的 历 史 价 值 、社 会 价 值 和 学 术 价 值 带 来 的

人 们 对 自 我 精 神 生 活 的 理 性 思 考 ，也 不 能

小觑科学与技术与艺术的融合为艺术带来

的娱乐性、体验性、传播性、流行性特点，从

而 给 人 们 以 更 新 鲜 的 感 性 体 验 ，这 两 者 互

相补充，使得人们能够更自由地创造美、更

深刻地感受美。无论如何，对于艺术而言，

未来值得期待。

■文学批评自然要诉诸自己的

生命体验，但如果仅仅以自己的

生命体验为标准，那其实是不够

的。就会沦为尼采所嘲讽的那类

学者，“他们在文本中所发现的，

是他们自己预先埋下的”，他们的

自我可能过于封闭，也就丧失了

拓展自我的可能。文学批评首先

要做到的是准确地接近和理解批

评对象，把握文本及其作者身处

的文学谱系，随物赋形，在作者自

己乐意追摹的文学传统中审视

他，而不是用一套固定的美学标

准去要求所有作者。其次，在准

确理解批评对象的前提下，文学

批评才谈得上所谓诚恳地表达自

我的态度。如果不准确，这个诚

恳就是不重要的，最多只是诚恳

地暴露自己的无知罢了。最终，

对我来讲，文学批评首先是一门

说服的艺术。

——张定浩说：“在准确理解

批评对象的前提下，文学批评

才谈得上所谓诚恳地表达自

我的态度。”

【理 解 既 不 准 确 ，也

没有自我态度呢？】

■书法评论似乎已经高度物化

和套路化，导致批评家和批评对

象之间的关系极度扭曲。一方

面，由于各种利益关系的制约，一

些书法家与批评家变成了利益共

同体……书法批评看似尖锐，异

化 为 赞 美 ，最 终 沦 为“ 互 害 模

式”——人人都成了“老油条”。

另一方面，批评家和创作家之间

的互助、互补、互动的关系，曾几

何时，已是“冤家路窄”，成了一种

“ 敌 对 关 系 ”，以 至 于 互 相 看 不

起。面对坚硬的现实，批评成了

自说自话，你说你的，我做我的。

被批评的对象如果位高权重，根

本无法撼动。即使更换了目前的

这一位，后继者仍就如此。一个

“拖”字诀，就是万能。被批评者，

装聋作哑，充耳不闻，所有新闻最

终都会成为旧闻，终将不被关注。

——薛元明撰文称：“批评家

和批评对象之间的关系极度

扭曲”

【扭曲成为常态也便

不觉其扭曲？】

■人类一定会被高科技推动着

走，利用高科技同时要防止被高

科技完全取代。高科技促进网络

建设，有利于艺术更加高效的普

及，范围也会更大，这是非常有意

义的。网络交易可以提高交易的

透明度，增加信息的对称性，真的

会让市场更加方便操作，拍卖会

在网上拍卖，画廊在网上展示，博

览会在网上进行，使大家每个人

坐在屋里就可以了解整个外面的

市场。从另一个角度看，那么画

廊还要开吗，博览会还要办吗，拍

卖会还要这么折腾吗，还要拍卖

师吗？搞这么大的场地，这么多

的投入，要这么多人到现场？可

能慢慢地都不需要了……

——季涛说“利用高科技同时

要防止被高科技完全取代”

【只 有 利 用 好 ，才 没

有“防止”的问题。】

回 声 壁

毕玺 点评

继承精神财富 延续艺术文脉
—美术界座谈纪念钱松喦、王朝闻、尹瘦石、古元、石鲁、吴冠中

展览推介

看孩子们“规划”的未来城市
—记“2019年度少儿100启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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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江山图》数字长卷在澳门展出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及澳门回归祖国 20 周年，澳门艺术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携手举办大型系列展览“星

槎万里”。12月 17日，该系列首阶段展览“千里江山图 3.0”在澳门艺术博物馆举行揭幕仪式。图为参观者在澳门艺术博物馆

观看“千里江山图 3.0”展览。

新华社记者 李钢 摄

本报讯 2019 年 是 钱 松 喦 诞 辰

120 周年，王朝闻诞辰 110 周年，尹瘦

石、古元、石鲁、吴冠中诞辰 100 周年，

是 6 位美术大家的重要纪念年份。12

月 18 日，中国文联、中国美协为 6 位美

术家举办了纪念座谈会，缅怀他们为

中国美术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

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屹

指出，6 位美术大家是中国现代美术多

个领域的开拓者、奠基者和主要代表

人物，他们参与和见证了 20 世纪中国

美术发展的重要阶段，他们的艺术活

动是中国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他们

的艺术成就是中国现代 美 术 史 的 重

要 内 容 ，他 们 的 艺 术 作 品 和 艺 术 思

想已经成为中国现代美术的精神传

统 和 文 化 财 富 ，他 们 所 开 拓 的 事 业

已经枝繁叶茂、硕果累累。6 位先生

一 方 面 有 很 多 共 同 点 ，他 们 从 新 民

主 主 义 革 命 时 期 走 来 ，经 历 过 山 河

破 碎 和 民 族 存 亡 ，目 睹 过 民 不 聊 生

的深重苦难，在艰难的历史条件下，

他 们 坚 定 同 国 家 和 民 族 紧 紧 维 系 、

休戚与共的人生信仰，胸怀着“苟利

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

国情怀，以笔代枪，发出振聋发聩的

艺 术 之 声 。 在 复 杂 的 历 史 环 境 当

中 ，汲 取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精 神

给 养 ，“ 以 古 人 之 规 矩 ，开 自 己 之 生

面”，实现中国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他们的艺术创作随时

代 而 行 ，因 时 而 兴 ，乘 势 而 变 ，与 时

代 同 频 共 振 ，坚 定 不 移 用 中 国 人 独

特的思想、情感、审美创作出一大批

属于时代又有鲜明中国风格的优秀

作 品 。 今 天 ，我 们 怀 着 崇 敬 的 心 情

缅怀他们，回顾他们的历史功绩，继

承他们的艺术思想与精神财富，延续

中华文化与艺术的文脉。

中国美协主席范迪安表示，2019

年，美术界在回顾新中国美术发展的

历程中，进一步认识中国美术的优秀

传统，也进一步认识几代艺术家，尤其

是老一辈艺术名家对 20 世纪中国美

术特别是对新中国美术发展作出的

杰出贡献。今天，我们纪念 6 位先生

的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不仅表达了美

术界对他们的深切怀念和崇高敬意，

更让我们立足新时代，学习和弘扬他

们 的 艺 术 精 神 ，发 展 好 中 国 美 术 事

业。范迪安进一步评价了六位先生：

第一、他们都有着怀抱天下、与民族

共命运的爱国情怀，这也转化为他们

在文化艺术上的坚定理想。第二、他

们都从中国传统艺术和社会现实中

汲 取 养 分 ，具 有 高 度 的 文 化 自 觉 。

三 、他 们 都 富 有 勇 于 创 新 的 艺 术 胆

略，身体力行地投入到中国美术现代

转 型 与 探 索 创 新 的 时 代 潮 流 之 中 。

范迪安强调，我们今天学习这 6 位德

高望重、德艺双馨的名家大师，就是

要学习他们以德立身、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的崇高品格，学习他们博大深

厚的爱国情怀与时代精神，学习他们

淡泊明志、真诚为艺的人生境界，为

新时代中国美术的繁荣发展做出新

的贡献。

刘巨德、张晓凌、尚辉、刘罡、李秦

隆、王秦生等专家发言，追忆了 6 位先

生的生平事迹，高度评价了他们的艺

术成就和历史贡献。钱春涛、王力田、

尹汉胤、古安村、古娟、石丹、石迦、石

果、吴可雨、吴乙丁、吴有宏等家属代

表从不同角度回忆和缅怀了 6 位先生

的艺术人生。

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

席徐里表示，追忆 6位先生留下的宝贵

精神遗产，致敬他们为中国美术事业

做出的杰出贡献，弘扬和传播他们的

艺术思想和人文精神，希望广大美术

家以 6位先生为榜样，将思想、情怀、技

艺融为一体，不断创作精品力作，肩负

起时代赋予的使命与责任，不忘初心、

永远前行。 （李亦奕）

海水能源净化机器人、穿梭太

空的飞行器、花草繁茂的公园、纵横

交错的超级公路网……这些目前城

市建设中的重要组成元素和片段，

都能在北京举行的“2019 年度少儿

100启动展”上看到。

此次展览从“美好城市规划师”

概念出发，将整个展览的时间场景

设定在了 2034 年。在这里，天真有

才又有想法的孩子们通过画笔呈现

出 了 他 们 对 于 未 来 城 市 的 奇 妙 构

想，近千余件画作、装置和设计，共

同呈现了一座来自 2034 年的未来畅

想之城。

2034 年 会 是 什 么 样 子 ？ 到 了

2034 年，这次展览中年龄最小的“规

划师”都已成年，他们将拥有更独立

的思维和广阔的视野，他们也将逐

渐成为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而当

下，通过展出这千余位孩子对未来

城市的奇思妙想，让他们以自己的

眼光及需求去认识、规划所处的成

长环境，将使得孩子们能更好地认

识生存空间，从小拥有改变世界的

勇气与责任感。正如少儿教育专家

龙念南所说：“这是一场非常专业的

展览，孩子们的作品值得用这样专

业的方式来展示。到了 2034 年，参

与展览中最小的孩子也将成年，未

来肯定是在他们的手里，所以我相

信这个展览只是起点。”

此次启动展由“少儿 100”组委

会和贝尔科教联合主办，分为“Do

it Building（建筑）”“Do it Park（公

园）”“Do it Traffic（交通）”三大主体

板块空间。在展厅设计上，少儿 100

组委会一改多数儿童艺术展一墙铺

满画作的展陈形式，而是运用互动

装置、发声视频影像等，在最大程度

上充分展示孩子们的所思所想，通

过空间构建孩子之间、孩子与成人

之间的互动与对话。

展览还特别邀请了雕塑家匡峻

及其女儿卡西、贝尔科教 Mabot和雷

霆系列的工程师们共同参与。通过

艺术家、孩子与工程师的携手创作，

实现了“艺术+科技”的跨界融合。

展览现场，雕塑家匡峻和工程师用

孩子们熟悉的机器人玩具创造出一

件全新动态雕塑作品，营造出了一

座极具未来感的超级“2034·花园”，

希望启迪孩子们意识到创造未来能

从现在开始。匡峻回忆起自己参与

了首届“青年艺术 100”展览，十分感

动 现 在 能 够 带 着 女 儿 来 参 加 少 儿

100 展览。这个奇妙的巧合，恰恰也

预示着艺术的火炬会一代一代传承

下去。贝尔科教创始人兼董事长王

作冰说：“我们在生活中可以看到，

某项科学技术因为社会的发展而变

得不再实用，继而逐渐走出我们的

视野，但是艺术却能穿越时间的界

限成为永恒，具有传承的意义。”

扪心自问，这些来自少儿的绘

画创作和脑洞构思，是否也能以小

见大地给每个观展的成年人带来整

个社会对目前城市建设中儿童活动

空间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环境能源

利用等方面的洞悉与启示？答案是

肯定的。

展览开幕当天还举办了“2034·城

市 TALK：未来已来”论坛，北京城建

设计研究总院新文创策略研究室主任

程璐、中央美术学院教师孙世前、首都

博物馆多媒体工程师彭昕、北京市特

级教师周群、田丁美学创始人张卿丽

展开了对未来的探讨与畅想。

“少儿 100”由北京文化发展基

金会青年艺术发展专项基金、青年

艺术 100、中国现当代美术文献研究

中心联合发起。立足于全球学术高

度，集合国际美育资源，以发现、培

养未来艺术人才为宗旨。作为本届

少儿 100 启动展的学术主持，中央美

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副院长

赵力表示，通过孩子的作品，我们能

感觉到艺术的真谛就是创造力和对

未来的想象。同时，在这些画面中

透露出满满的幸福感，也得益于家

庭对孩子艺术教育的支持。“希望全

国甚至全世界的美术教育工作者一

起来做好儿童艺术教育培养，这样

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推动美育更好地

发展。”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 2020 年 1 月

4 日。展览举办期间，“少儿 100”将

联合多家博物馆、基金会开展“少儿

100 艺术月”系列公共教育沙龙及论

坛活动，旨在就少儿艺术教育、儿童

友好型城市建设、“艺术＋科技”、文

化传承与创新、社会公益等多方面

的话题展开更深入的探讨。

本报记者 施晓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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