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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小幅美术创作受到业界普遍关注。小如邮

票，大到斗方，在长宽几十厘米的空间里，美术工作者以

写生、创作等形式进行多元探索。近期，多地美术馆聚焦

小幅美术作品策划专题展览，回溯经典、展示新作，着力

体现小幅美术作品小中见大、小中见情、小中见趣味、小

中见格局的艺术特色，为广大观众带来审美滋养的同时

促进学术建设。

深入研究 提供创作启示

古今中外的美术佳作中，从来不乏小幅作品。宋代

画家马远所绘《柳岸远山图》，虽如团扇般大小，却彰显空

灵、悠远、高妙的意境。荷兰画家维米尔的油画《戴珍珠

耳环的少女》，与 A3 纸差不多尺寸，却呈现出纯朴格调和

诗意品质。可见，小幅美术作品小的是尺寸，大的是品

格、境界，更是超然精神。

当下，越来越多展览注重呈现小幅美术作品的意趣，

彰显美术创作自由兴发的艺术品格。比如，近期在扬州

市瘦西湖艺术中心美术馆举办的“湖上论艺——江苏省

中国画学会小幅精品展”，旨在承继中国画独特的把赏特

性，于扇面、册页、手卷之上，体现对气韵生动、笔精墨妙

和文人画精神之追求，表达画之高下不在尺幅之大小，而

在格调之高低；不在视觉之强弱，而在内涵之深浅的艺术

主张。透过展览可知，小品虽小，并不意味着对艺术水平

的要求降低。相反，如何于咫尺之间施展绘画技巧，如何

将大气象、大格局融入其间，考验着创作者的能力。

通过将平时较少有机会集中展示的小幅美术作品纳

入学术研究范畴，还可以使观众更直观地了解创作者大

胆探索的生动实践。譬如，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美在致广

——全国小幅美术精品展”，作为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以

小幅美术作品为主题的全国性展览，通过近千件作品串

联起百年美术发展历程。展览上，徐悲鸿的《双狮》体现

了中国画的笔墨语言与西方写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创新结

合。林风眠中国画《鱼鹰小舟》以简练的线条和阔笔淡

墨、富有韵律的构成，绘出极富诗意的自然景物。吴作人

中国画《金鱼》、关良中国画《武剧图》等名作，均展现出老

一辈美术工作者对艺术创新的不懈探索。这些作品激励

并启发着新时代美术工作者接力前行、创新创造。

珍贵创作手稿与写生作品，往往是小幅美术作品展

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作品既蕴藏着转瞬即逝的灵感创

意，也饱含反复推敲的匠心琢磨。辽宁美术馆展出的“一

元复始——2023 辽宁小幅油画作品展”上，赵大钧在 20
世纪 70 年代绘制的一幅画稿引人关注。作品系重大主

题性创作的草稿，画中人物虽未细致刻画神态，却造型洗

练不失生动。将草稿与成稿进行对比，更能深刻体悟鸿

篇巨构与尺幅寸缣之间的紧密关联。靳尚谊于 1981 年

赴新疆采风时绘制的《古堡》，也在中国美术馆展出。通

过作品可以间接感受到这次采风对他的特殊意义——两

年后，他创作了被誉为中国油画新古典主义风格代表作

的《塔吉克新娘》。这也启示着当代美术工作者，应带着

更加深入的思考写生创作。

系统梳理 展示创新活力

新时代美术工作者继承创作传统，扎根丰富多彩的时

代生活，拓宽观察视野，继续以“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的精

神，在小幅美术创作中不断探索创新，彰显时代气象。

地域美术发展的深厚脉络，在展览中得到系统梳

理。“辽宁小幅油画展”是辽宁油画家们在改革开放之初

创立的艺术品牌，当时在东北乃至全国都曾产生过一定

影响。今年，辽宁省美术家协会等单位积极策划举办“一

元复始——2023 辽宁小幅油画作品展”，既是向前辈致

敬，也是对辽宁近些年小幅油画创作成果的检阅。展览

不仅展出了任梦璋、宋惠民、广廷渤等老一辈辽宁油画家

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经典小幅作品，还汇集了一批辽宁

中青年油画家的小幅新作，体现了小幅油画创作在辽宁

的传承和发展。

从近期展览作品中，还可一窥小幅美术创作在题材

内容内容、、艺术语言等方面的新变化艺术语言等方面的新变化。。像苏州美术馆像苏州美术馆““与春之与春之

和和——20232023 江苏省小幅油画作品展江苏省小幅油画作品展”、”、深圳观澜美术馆深圳观澜美术馆

““岭南之春岭南之春——中国画名家小品展中国画名家小品展””等展览中等展览中，，李翔的李翔的《《沐沐

雨春风》、梁宇的《澳门印象》、时卫平的《扬州趣园》等作

品，从不同视角记录日新月异的时代图景，表达创作者对

自然山水与美好生活的热爱。小幅美术创作的“探索性”

在展览中也得到鲜明体现。例如，江苏省美术馆主办的

“返本还原——小尺幅版画作品展”，展出百余件富有实

验性和创造性的小幅版画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代

版画创作的蓬勃活力。

每逢重要节日或节气之时，绘小品纳吉祥、赠友人，

是中国美术的创作传统。一些美术作品展在保持自身学

术性的同时，将“欢度春节”这一特别的仪式感纳入策展

语境，力图为观众带来兼顾学术性与大众性的展览体

验。譬如，“闲情偶寄——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迎春小品

邀请展”“喜迎新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与书法系研

究生导师小幅作品展”等展览，萃聚众多名家之作，体现

了中国人对于生活美学的诗意追求。“彩云之春——云南

美术馆首届小幅美术作品展”则延续云南美术馆连续举

办 12 届新春扇面展的传统，以一批贴近生活的小幅美术

作品为观众带来具有中国味的艺术享受。

搭建平台 推动创意交流

小幅美术作品虽然尺幅小，却有着广阔的探索空间，

正适合青年群体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开辟一方天地。

近年来，小幅美术作品展上，不少青年美术工作者、

专业美术院校学生崭露头角。他们的作品立意新颖，创

作视角充满时代新意，艺术语言也更加多元，给人耳目一

新之感。像“第三届全国小幅水彩画展”上徐颖馨的《眷

恋系列》、“返本还原——小尺幅版画作品展”上陶岚的

《第二次出舱》、“魅力红谷——首届全国小幅漆画展”上

李珊的《蝉吟金秋》等作品，表达了青年人源自生活和记

忆的新鲜艺术感受。他们以独特的观察方法、自由的创

作方式和真诚的态度，释放艺术激情，使观众感受到青年

一代观照社会发展和美好生活的青春视角。

唯有“尽精微”，方能“致广大”。“精微”既可以指代画

面的细节刻画，又可以推衍为对画面的构思和经营，这些

都离不开对艺术创作规律的探索与实践。一些展览以小

幅新作的集中展示为切入点，搭建学术平台，观察、探讨

当下美术创作的整体态势。如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等单位举办的“学院·经典——全国美术院校中青年小幅

工笔画作品展”，旨在梳理、解析工笔画的传承和发展脉

络，促进工笔画的教学研究和创作实践。中国艺术研究

院等单位举办的“中国高等艺术院校在校生小幅油画作

品展”，也为油画领域新人新作搭建了展示舞台。这些展

览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新时代美术院校在教育教学方面

的最新成果，帮助青年学子开阔视野、增益专业。

如今，小幅美术作品展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和观

众的喜爱，推动更广泛意义上的美术创作与研究。这也

启发我们，应当进一步理解唐代杜甫所言“咫尺应须论

万里”的深意，绘就独有的、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壮美图

景，推出更多具有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的精

品力作。

（作者为中国美术馆副研究馆员）

小幅美术作品的艺术特色和魅力
任 哲

“景德瓷，石湾陶。”一门泥陶

工艺浓缩石湾千年历史文脉，成

就佛山千亿陶瓷产业。

踏上广东省佛山市潭州水道

北岸，历史的光华在一幢幢文博

场馆内闪耀。站在敞亮的石湾美

陶艺术展厅，一幅陶艺发展画卷

在眼前徐徐展开——《紫气东来》

《屈原》《苏武牧羊》《走向胜利》

《红旗渠》《喜看今朝》……题材由

古及今，一件件古拙、浑厚、传神、

率真的陶艺精品错落陈列，在柔

和的灯光下闪动着雨洒蓝、翠毛

蓝、紫变、钧红等多彩釉色，写实

逼真、简约质朴又气韵不凡，吸引

众多游客驻足观赏。

展览馆二楼大师工作室内，

阳光穿窗入室，轻抚案几上大大

小小的生肖公仔。年及六旬的中

国陶瓷艺术大师刘健芬正埋首台

前，双手捧着一对圆润娇憨的孩

童陶模，若有所思。“石湾陶艺最

讲究‘传神’，微塑、胎毛技艺和贴

塑是它的三大工艺特色。不论是

制作人物还是动物，都追求‘百物

百性，千人千面’的境界，世人称

之为‘石湾公仔’。”见有人参观，

刘健芬站起身来，指着身旁的作

品笑盈盈地介绍道：“这些人物陶

塑是石湾陶艺的典型代表。在古

典仕女陶塑之外，我现在也创作

一些现代女性题材作品，用传统

的捏、贴、雕、塑技法来表达现代

人的情感与审美。”

位于佛山市禅城区的石湾有

“南国陶都”之称，其制陶历史可

上溯至新石器时代，历经世代嬗

变，兴于唐宋，盛于明清，绵延至

今。石湾陶艺不仅是广东一张亮

丽的文化名片，也在中国陶瓷史

上占有重要地位。之所以长盛不

衰，在于石湾陶艺一直面向市场

大众，不拘一格，多表现人们喜闻

乐见的生活场景，散发着浓郁的

乡土气息。创作上，石湾陶艺善

仿善创，汲取中原名窑优长，又融

合中国画、壁画、雕塑等艺术创作

技法，不断丰富表现题材、使用场

景和窑釉色彩，形成日用陶器、建

筑装饰、陈设器皿、文房用具、工

艺品等多品种并立，以及青、红、

白、黄、黑等多色釉共存的陶艺体

系，享有“石湾瓦，甲天下”的美

誉，产品远销海内外。

善仿善创、素胎兼施釉、实用

加收藏，一直在创新求变的石湾

陶艺似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能。

石湾美陶艺术展厅所在的新石湾

美术陶瓷厂有限公司，前身是石

湾美术陶瓷厂。作为石湾制陶艺

术的重要阵地，这里走出了一批

杰出的陶艺大师，为现代石湾陶

艺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如

今，作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

地”，这里活力依旧，吸引着包括

刘健芬在内的 14 位国家级陶艺

大师以及 19 位省级陶艺大师签

约创作，接力开辟石湾陶艺创作

新境。“为让石湾陶艺走进千家

万 户 ，我 们 还 尝 试 生 产 创 意 家

居、文创礼品等，意在激发石湾陶

艺的更多可能。”该公司总经理严

俊说。

近年来，传统工艺振兴大潮

澎 湃 ，石 湾 陶 艺 也 迎 来 新 的 春

天。“我们顺应时代审美需求与消

费潮流，重点抓两个方面：一是引

导陶艺‘活化’，搭建传承平台，营

造创作氛围；二是推动跨界融合，

扶持陶艺创客，创新营销模式，让

陶文化传承出新意、有广度、显温

度。”石湾镇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叶

文亮兴致勃勃地说，“禅城区现已

拥有 27 位国家级陶艺大师、300
多名中青年陶艺家、约 2 万名文

创设计人才。”

老陶艺变身新时尚，老城区

也焕发新活力。石湾尊重历史文

化遗存风貌，修旧如旧，将与陶瓷

工业有关的旧厂房、旧仓库、旧宿

舍等改造成公共设施、文创空间、

消费场所，打造出南风古灶、8 号

艺术码头、您好·智谷产业园等一

批 富 有 工 业 遗 产 韵 味 的 园 区 景

观 ，并 陆 续 建 设 30 多 家 文 博 场

馆。石湾连续数年举办各类陶艺

大赛，并远赴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举办陶艺展，为陶艺文化交流搭

建沟通桥梁。近日，2023 第七届

中国陶瓷创意周在石湾举办，以

丰富多彩的活动引领创意设计和

城市生活新风尚。

与许多传统工艺一样，石湾

陶艺在融入现代生活的同时，也

在努力保持自身特色。“石湾陶艺

靠纯手工创作，最突出的特色是

亲民。”刘健芬特别强调手艺人

“要甘于寂寞”，“一件陶艺作品要

经过构思、切割、翻模、注浆、修

坯、上釉、干燥、入窑、烧制等多道

工序，平均一两个月才能完成一

件作品，有的甚至要反复酝酿打

磨多年。要吃这碗饭，就要坐得

住‘冷板凳’。”

“石湾陶艺只要在‘传统’与

‘潮流’之间找到平衡点，老少咸

宜、喜闻乐见，就能走进千家万

户。”年轻的佛山市陶瓷艺术大师

方颖图接过话头，侃侃而谈，“比

如，我们每年都创作生肖陶：一类

以工艺品为主，制作一两百件精

品供收藏；一类主要用来满足大

众需求，随行就市，数量不限。”方

颖图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是刘

健芬的女婿，也是石湾陶艺新生

代的代表——致力于传统与现代

的融合。

在方颖图堆满泥塑的工作台

上，一尊《金玉满堂》引人注目：一

束绿色海藻飘忽不定，两条红背、

狮子头模样的金鱼环绕游弋，圆

鼓 鼓 的 眼 睛 透 着 灵 动 。 金 鱼 的

“萌态”赢得不少年轻人青睐，问

世之后俏销不衰。“这更坚定了我

们将特色与新意相结合进行探索

的信心。”他边说边搬出另一尊玉

兔陶塑，“这是我们去年跨界创新

推出的产品——在传统生肖造型

基础上，加装酒容器，观赏与实

用功能兼备，受到许多消费者的

欢迎。”

石湾美陶艺术展厅旁，停满

了各式工程车。“这一带正在规划

建 设 美 陶 湾 文 化 创 意 产 业 集 聚

区，包括美陶记忆区、美陶 IN 社

区、美陶产业示范区、美陶印象区

等。”叶文亮说，“当年郭沫若先生

参观石湾陶时曾赞誉‘巧夺天工

凭妙手，石湾该是美陶湾’，如今

美陶湾片区的升级改造让这里越

来越美，已入驻文化类企业 700
多家，文化及相关产业从业者达

1.64 万 人 ，每 年 接 待 游 客 超 130
万人次。”

陶美城市，陶美生活。漫步

石湾街头，直播基地、特色民宿、

网 红 体 验 点 、IP 新 产 品 店 铺 等

“陶文化+”多元业态随处可见，

人们随时随地都能感受陶文化魅

力。从盆景点缀、建筑配件，到案

头摆设、家装饰品，石湾陶艺千年

窑火不绝，持续赋能城市更新与

产业转型，让百姓生活流光溢彩。

石
湾
陶
艺

—
让
生
活
流
光
溢
彩

刘
泰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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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中国画《《延安写生延安写生》，》，作者于文江作者于文江。。

▲▲中国画中国画《《幼童轻岁月幼童轻岁月》，》，作者何佳芮作者何佳芮。。

◀◀漆画漆画《《蝉吟金秋蝉吟金秋》，》，作者李珊作者李珊。。

▲▲中国画中国画《《沐雨春风沐雨春风》，》，作者李翔作者李翔。。

▼

油
画
《
秋
染
莫
高
窟
》
，
作
者
李
宝
堂
。

▲

油
画
《
小
院
》
，
作
者
陈
和
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