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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美术馆的老专家老艺术家

回信中强调：“在高质量收藏、高水平利用、高品质服务

上下功夫”。藏品是立馆之本，是博物馆、美术馆开展

学术研究、展览展示、教育推广、对外交流等各项工作

的重要基础。高质量收藏更是为文博机构专业化建

设、高质量发展不断蓄力。近期举办的美术展览中，艺

术作品的“捐赠”与“收藏”频频受到关注，让观众获得

审美滋养的同时，更通过一个个捐赠故事感受作品背

后的家国情怀和精神力量。

艺术为民
捐赠义举引领风尚

对于美术精品的捐赠与收藏，中国美术馆馆长吴

为山做过生动的概括：这是一个通过美术馆向人民“献

宝”的过程。捐赠，不仅展现了艺术家、收藏家深厚的

家国情怀和对文化艺术价值的深刻认知，也是社会文

明程度的具体体现。近年来，在文旅部“国家美术作品

收藏和捐赠奖励项目”等政策的积极引导和扶持下，对

捐赠义举的弘扬，让各级美术馆的藏品征集工作得到

有力开展，更使“化私为公”“艺术为民”“美术馆是艺术

作品最好归宿”等理念成为社会共识。

步入中国美术馆正厅，两侧巨大的捐赠者名录墙

令人印象深刻。墙面刻记着近年来 800 余位捐赠者的

姓名，无声传递着无私奉献精神。2020 年，在该馆举办

的“有容乃大——容庚捐赠展”中，著名学者、收藏家容

庚生前说过的一段话再次引发共鸣：“聚实不易，散则

何难？与其身后任其散失，不如现在就完整地献给国

家，让更多的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更好的成绩。”日

前，一场被誉为“捐赠接力”的“河山在望——梁世雄捐

赠作品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与观众见面。作为岭南

画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梁世雄不仅受益于关山月、

黎雄才等前辈指导，更得到岳父容庚的教诲。此次展

出的百余件作品，遴选自他向中国国家博物馆捐赠的

770 余件自己的创作和收藏，反映了老艺术家化私为公

的崇高追求。

这样的“捐赠接力”，既是家风传承的接力，也可谓

馆际间的接力，所延续的都是无私奉献的精神。实际

上，早在 2019 年“心随江山——梁世雄中国画艺术展”

举办时，梁世雄就向中国美术馆捐赠过多幅作品。容

庚一家的捐赠远不止这些。近日，广州艺术博物院新

馆开馆，“万壑争流——广州艺术博物院藏中国古代画

派艺术展”等精彩特展，聚集了 1100 余件院藏精品。该

馆经年累积的历代书画藏品中，近 1/10 来自容庚捐赠，

其中包括多件堪称“镇院之宝”的古代精品；赵少昂、关

山月、赖少其、杨之光等大家捐赠的作品也多达 1.8 万

余件，占馆藏数量一半以上。为此，该馆通过专设名家

馆等方式，大力倡导捐赠义举。

近 10 年来，中国美术馆接受捐赠和征集作品已达

1.3 万余件，2023 年更是加大对各类艺术精品的收藏力

度，累计新入藏作品 1100 余件，其中近七成为无偿捐

赠。如今，将个人代表作乃至珍贵艺术收藏捐赠给国

家，已然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以展促藏
收藏研究良性互动

开展系统性的学术研究、举办品牌性展览，是带动

藏品捐赠和收藏工作的重要抓手。如今，不少美术馆

立足学术的深度、情感的温度和服务的效度，大力推动

捐赠与收藏形成良性互动。

近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墨海龙蛇——刘海粟

书法作品展”，是一场颇具典型意义的展览，不仅受到

业界高度关注，也吸引了许多普通美术和书法爱好者

慕名观展。刘海粟以绘画享有盛誉，其书法也独树一

帜。展览期间，刘海粟之女刘蟾将父亲的 20 余件书法

作品无偿捐赠给国家，价值不言而喻。如展览前言所

说，刘海粟的艺术观念与实践涉及中国现代美术诸多

重要面向，是中国美术发展至今不可或缺的环节。中

国美术馆此前曾 4 次举办刘海粟艺术展览，而此次展览

聚焦其书法艺术，通过对刘海粟 150 余件绘画题跋、诗

稿、信札、手稿等作品进行系统梳理，以扎实的学术研

究呈现刘海粟书法世界的万千气象，可谓再出新意。

不断提升学术水平，以展促藏、展藏互促，开展配

套宣传推广、美育普及等工作，是美术馆推动高质量收

藏的重要方法。近年来，中国美术馆不断强化价值引

领和精品意识，以捐赠收藏、学术邀请、策划研究、国

际交流等系列品牌展览，有效带动捐赠收藏。近期举

办的各类展览中，便有不少捐赠，如水彩画家李剑晨家

属捐赠作品 50 余件，版画家徐匡、阿鸽捐赠代表作 60
余件……

定位不同、地域不同、特色不同，不同的收藏机构

结合实际，致力于形成自己的学术方向和富有特色的

典藏体系。比如，作为高校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

馆坚持以学术立馆，在《国际歌》中文版发表 100 周年之

际，立足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闻立鹏向该馆捐赠的油

画《国际歌》相关创作画稿 168 件及其各时期代表作，推

出“心中的国际歌——闻立鹏绘画中的纪念碑意象”展

览，围绕油画《国际歌》展开深度研究，实现学院学术研

究与艺术家捐赠义举的有效互动。作为地方馆，浙派

水墨人物画和浙江现代版画是浙江美术馆成体系推进

收藏工作的重点。建馆至今 10 余年间，该馆从“零藏

品”起步，围绕浙江近现代美术史研究推出各类展览，

累计收藏的 3 万余件作品中有八成为捐赠所得。今年，

该馆推出“以神取形——吴宪生作品展”，吴宪生向馆方

捐赠 100件作品，进一步丰富了该馆浙派人物画的收藏。

美术馆学术研究的加强，提振了许多美术家的捐

赠信心，也让他们真切感受到作品成序列入藏美术馆

的长远意义——为作品获得更充分的认识、研究乃至

价值确认奠定了基础。对于真正视艺术为生命的创作

者而言，这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典藏活化
人民共享永续流传

为国典藏，与民共享。不断丰富国家美术收藏体系，

“捐”是价值引导、“藏”是作品归宿、“用”是时代之需。归

根结底，文化财富为人民共享，才能实现永续流传。

美的价值，在艺术殿堂可以得到更大程度发挥。

今年，浙江美术馆举办了钱贵荪绘画作品展，汇集了连

环画名家钱贵荪从艺 70 年间创作的 100 余件/组作品，

包括他向该馆无偿捐赠的获奖连环画《鉴湖女侠》《血

战一江山》原稿及速写精品 50 件，这是该馆首次展出完

整的连环画原稿。当李剑晨之女李蕾看到美术馆里有

许多小朋友坐在地上临摹父亲画作时，她更加确信将

珍藏多年的父亲画作捐赠给国家是正确的决定，因为

这样“父亲的精神可以得到更好的传承”……话语中流

露出捐赠者对美术馆更好实现作品利用的期盼。

借助捐赠，不少艺术机构建构起独特的研究体系，

并将艺术之美回馈大众。西泠印社建社之初，便形成

了“爱社如家，无私奉献”的精神传统。基于这种文化

自觉的传承，印社拥有了较为完整的收藏体系。近期

在 浙 江 展 览 馆 举 办 的“ 西 泠 印 社 社 藏 捐 赠 菁 华 展

（2019—2023）”，汇聚近 5 年各界捐赠的历代玺印、碑石

以及名家篆刻、书画等 500 余件，既向公众展示了名家

名作，更讲述了一段段捐赠佳话。从这所百年印社的

故事中不难看到，经过时间沉淀，进入公共收藏序列、

能够为人民所共享的艺术精品，其流传更有保障、价值

更为凸显、精神更加闪耀。

让藏品“活”起来，成为各美术馆努力的方向。新

时代以来，以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中国美术馆

典藏活化系列展等扶持项目和品牌展览为代表，一大

批经典艺术走出库房，通过巡展等方式不断扩大覆盖

面，让艺术之美为广大群众所共享。美术佳作借助各

种媒介衍生出的“爆款”产品更是层出不穷。系列“活

化”成果，让美术经典的价值获得充分发挥，为人们生

活提供了更加丰厚的精神滋养。

如今，越来越多的捐赠与收藏故事在不同的文博

机构悄然发生，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和“人

民至上”办馆理念的有力呼应，也是广大美术工作者担

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迈出的坚实步伐！

（作者为中国美术馆馆员）

捐赠作品展捐赠作品展——

以高质以高质量收藏蓄力美术馆高质量发展量收藏蓄力美术馆高质量发展
朱永安朱永安 近年来，在国家级、省级等美术展

览上，时常能看到常宁版画的身影。

作为湖南常宁的一张文化名片，常宁

版画以独具特色的面貌，经久不衰。

常宁版画魅力何在？

走进湖南省常宁市南门湖歌剧院

的版画基地，浓郁的艺术气息扑面而

来。这处占地足足 1800 平方米的空

间，集版画创作、展览、培训、交易于一

体，全市的版画爱好者常聚集在此。

常宁籍的吴月丽便是其中一位，她因

一次公益培训迷上了版画。群山绵

延、奇峰耸翠……在吴月丽的刀笔下，

常宁市著名风景区——天堂山的宏阔

秀丽之貌跃然纸上。“我想用版画镌刻

出 家 乡 的 山 水 之 美 ，让 生 活 充 满 美

感。”吴月丽笑着说。

正是将根深扎于钟灵毓秀的常宁

大地，才成就了常宁版画旺盛的生命

力。常宁版画创作者多是土生土长的

常宁人，他们沉浸于厚重的人文历史、

优美的自然环境中，以刀代笔、以板为

纸，多角度刻画家乡自然风貌、民俗风

情、乡村变化。风格拙朴、自然又不失

精巧的常宁版画，被誉为湖湘大地上

绽放的乡土艺术奇葩。

聊起常宁版画，常常会提到吴国

威这个名字。上世纪 60 年代，吴国威

先生与版画结缘，自此版画成为他一

生 的 挚 爱 。 他 不 仅 个 人 创 作 颇 丰 ，

1999 年 曾 荣 获 全 国 版 画 界 最 高 奖

——鲁迅版画奖，还不断开办培训班、

组织集体创作、牵头外出办展……在

他的推动下，版画的种子在常宁大地

上生根发芽，创作群体从“一个人”发

展为“一群人”，常宁版画不断荣获国

家级荣誉。“1983 年，湖南省第二届版

画展特邀并以专厅展出常宁版画，从

那时开始，常宁版画群体便正式进入

大众视野。”常宁市美术馆馆长欧云波

幼时师从吴国威，对常宁版画的发展

历程非常了解。

得益于一代又一代民间创作者的

不懈努力，常宁版画逐渐发展壮大。

由于创作者众、作品多、影响广，常宁

因版画连续 5 次获评“中国民间文化

艺术之乡”。

在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追 求 中 ，

常 宁 版 画 形 成 了 情 系 乡 土 的 创 作

传统。

步 入 常 宁 市 版 画 基 地 的 版 画 展

厅，吴国威创作的红色题材版画《唤起

工农》映入眼帘。作品主题鲜明、场面

宏大、饱含情感，流露出作者深厚的家

国情怀和对湘楚文化的深深眷恋。尹

伯刚《牛娃》等一批乡土题材版画，则

透着浓浓的田园趣味，展现了人们幸

福美好的生活图景。一件件作品犹如

一部地域长卷，不仅勾勒出时代变迁，

更彰显一代代版画创作者踏实求索的

精神。

常宁版画的魅力，还在于其由内

而外散发着强烈的艺术感召力。“常宁

有着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创作者们

从中提炼出质朴而富有活力的艺术语

言。”欧云波说。粗犷的线条、夸张的

造型、明艳的色彩，这些很难调和的元

素在常宁版画中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颇具视觉张力。

面对时代发展，常宁版画通过多

元开拓不断激发“后劲”。

常宁市社科联主席刘华负责版画

工作多年，认为“激发后劲需要有发展

新思路，紧跟时代脉搏，创新版画风

貌”。不少版画创作者立足常宁版画

自身特色，进一步提升艺术水平、丰富

思想内涵，涌现出肖健《老矿新貌》等

反映时代新象的主题创作，大大丰富

了工业版画创作面貌。像张宗秋《崛

起》、欧云波《铮铮百年》、周建华《线上

线下》等表现新世纪以来建设成就的

工业版画作品，手法多元，艺术表现力

进一步增强，颇具现代美感。

紧贴时代，常宁版画不断拓展新

空间。近年来，常宁版画融入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的大局中，不仅创作了大

量反映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的版画作

品，还以常宁茶油、茶叶、湘黄鸡等特

色农产品为主题，组织创作了一批作

品，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随着专业美术创作者的加入，常

宁版画创作技法也不断丰富。科班出

身的常宁版画家协会主席刘娟，是探

索创新者之一。不同于此前常宁版画

以油印为主的创作技法，她主攻水印

版画，并探索将中国画的“柔”与木刻

的“ 刚 ”相 融 合 ，使 画 面 呈 现 新 的 美

感。在常宁，像刘娟这样的探索创新

者还有很多。在他们的努力下，如今

常宁版画发展为油印、水印、粉印、丝

网等多元形式并存之势。

常宁版画的道路越走越宽。走出

常宁赴外办展，进入中国（观澜）原创

版画交易会，将版画融入 4A 级景区

“中国印山”，成立常宁市版画课题组

……多元化的发展之路，一次次点燃

常宁版画作者的创作热情。

再次遇到刘娟，是在常宁市西岭

镇平安村。绿树环绕的一栋建筑里，

有刘娟的一处创作室。来自周边小学

的孩子们围拢在她身边，看她如何持

刀刻版。常宁版画多年来之所以能保

持旺盛生命力，深厚的群众基础是重

要原因之一。正因如此，刘娟一有时

间便会走到孩子们中间，“传承推广常

宁版画，是我们的责任”。

在常宁，这份责任感已成共识。

常宁市宜阳小学的版画教学已坚持数

十年。版画兴趣小组的创作室里，孩

子们创作用的木板挤满了储物柜。一

旁介绍的学校工会主席詹迎春，也是

吴国威的学生，上世纪 80 年代便入学

任教，带出来的徒弟如今又成了学生

们的版画老师。“学校的专职美术老师

个个都能教版画。”詹迎春说。

形式多样的版画启蒙甚至在幼儿

园阶段便已开启。在常宁市第二幼儿

园，版画元素随处可见。从室内到室

外，从纸张到实物，简简单单的几处印

痕，都可能成为一件幼儿版画作品。

园长吕锋说：“版画也是一种印痕艺

术，秉持‘万物皆可印’的开放思想，孩

子们自小就能体会到版画的创意性、

趣味性。”

幼儿园版画角，孩子们的小手握

着拓印工具，在墙上留下各式各样的

图案，也留下自己与版画的第一次亲

密接触。他们的涂抹印画，也是在勾

勒常宁版画的明天……

常
宁
版
画

—扎
根
乡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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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画《蛟龙入海》，作者朱小宁。

▼“墨海龙蛇——刘海粟书法作品展”展厅一景。 中国美术馆供图

▲“河山在望——梁世雄捐赠作品展”展厅一景。

魏 娜摄

▼“西泠印社社藏捐赠菁华展（2019—2023）”海报。

西泠印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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