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联系电话 65363547 6536728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8610） 65003109 零售3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42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

1212

自 1980 年 8 月 26 日深圳经

济特区成立至今，深圳已经成

为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历程的一

个典范。巨大的城市化过程，

改变的不仅仅是描绘的对象，

还改变了美术创作中画家与现

实之间的关系。这可以说是深

圳美术家面临的深刻挑战。正

是在这样的历史变革背景下，

深圳美术应运而生，产生了一

批具有时代特色的美术成果。

“守正创新”不仅是深圳美术在

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持续

影响的思想动力，也是深圳这

座年轻的国际大都市的安身立

命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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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的深圳，没有专业美术工作者，也没有专业
的美术机构。1984 年 7 月，深圳市美术家协会成立。
1985年 8月 18日，“深圳特区美术作品展览”在中国美
术馆举办。这是在深圳特区成立五周年之际，深圳 128
幅美术作品在北京的首次亮相。1986年深圳画院成立，
加上原来的深圳美术馆和市、区文化馆，聚集了包括国
画家王子武、李世南、周恺，油画家裴建华、田克盛，
版画家骆文冠、黄三才，雕塑家滕文金夫妇、陆明，水
彩画家陈希旦，漫画家庄锡龙等美术工作者。

上世纪 90 年代，董小明调入深圳。接着，陈湘
波、梁宇、其加达瓦、梁铨、于长江等中青年画家先
后来到深圳。他们或是从艺术院校毕业，或从全国其
他地区调入深圳。此外，以深圳大学为代表的高等院
校以及中小学也汇集了一批重要的美术力量，较有影
响的包括钟曦、邹明、潘喜良、应天齐、张小纲等
人。当然，大芬油画村的原创艺术家包括蒋庆北、何
良丰、谢非和一些职业艺术家张树国、余澎等陆续落
户深圳，使得深圳的美术创作队伍空前充实。目前，
深圳有全国美协会员 192 名，广东省美协会员 580 多
名，市美协会员 1900 多名。

深圳建市以来，深圳的美术工作者在全国美展、全
国性重要美术作品展览以及在国外展览中，涌现众多精
品佳作，涵盖了国画、油画、版画、水彩、雕塑、装
置、艺术设计及新媒体艺术等多种形式。尤其是著名
雕塑家潘鹤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为深圳创作的 《开荒
牛》，获得第六届全国美展金奖，并成为拓荒、创新、
实干的深圳精神的象征。于长江等人合作的 《画说深
圳》 则犹如一部时代进行曲，叙述着深圳改革开放的
历史图画，该作品也在第九届全国美展获得铜奖。还有
大型公共雕塑 《深圳人的一天》，可以说是深圳的移民
纪念碑。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红岭路口不同时期的
宣传画 《邓小平画像》 以及滕文金等人合作在莲花山
顶的 《邓小平雕像》，通过不同的媒体渠道早已深入
人心，成为深圳城市文化的代表和符号。这些经典美
术作品的出现，以其鲜明“深圳色彩”，宣示着深圳
美术创作已经初步具有深圳城市文化特质以及多样、现
代的艺术品格。

就中国画而言，传统的中国画形式，面临着水墨性
表达能否切入和涵盖现实与心理两个层面的都市文化空
间的挑战。在此背景下，深圳的美术家们秉承“守正
创新”的宗旨，根据现代都市文化现实和中国画发展
现状，通过打造“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以新形式的
艺术创作，探求水墨画在当代都市文化生态中的发
展，以推动传统水墨走进当代、走向世界。

“深圳画家画深圳”“城市山水画”和“都市水墨”
等学术课题的提出和实践，是建立在对当代都市文化生
活的敏锐把握和对中国画现代转型实质内涵的准确认知
上。从“深圳画家画深圳”“城市山水画”到“都市水
墨”，正体现了这一认知逐渐深化的过程。

“深圳画家画深圳”反映了深圳艺术家们在弘扬主
旋律的叙事模式中，进行艺术探索的努力；“城市山
水画”则是将现代化的水泥森林与传统中国画中寄寓
文人墨客理想情怀的山水并置；“都市水墨”则更加明
确了水墨性表达与都市化现实、都市意识的关系。由

“城市”到“都市”一字之差的转变，实际上暗含着由
工业化到后工业化、信息化的转变过程。“都市水墨”

的提出，无疑最贴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画转型的深
刻人文内涵——以水墨性话语切入现实和心理两个层
面的都市文化空间，表达人在这空间之中的种种希
冀、困惑和感悟。这不仅是形式语言的融合，也是思
维方式的融合，更是文化精神的理性跨越。今天，这
些探索已成为国内外众多艺术家致力于当代中国画革新
的共同课题。

作为深圳美术生态重要组成部分的美术评论和史论
研究，聚集了包括孙振华、鲁虹、齐凤阁、严善醇等在
全国具有影响的美术理论家，他们的史论研究、理论批
评及策展活动，以独到的学术品格在全国占有重要地
位；而中青年学者陈湘波、张新英、陈俊宇、游江、庄
程恒、陈博等，以深厚的学养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通过有效地服务各自的美术机构，展现出深圳美术理论
界所具有的后劲和实力。

2008年，深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创意城市网
络认定为“设计之都”，是以其鲜活的平面设计、工业
设计的快速发展所拥有的前瞻性与引领性为基础的。从
那些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世界建筑师大会”的申办
标志，到“2008北京申奥”的标志；从早年竖立在纽约
时代广场的三九集团标志，到畅销世界的康佳与创维集
团的品牌标识，无一不是出自深圳的设计家之手。2012
年创办的“中国设计大展及公共艺术专题展”，是由文
化和旅游部发起主办的设计和公共艺术类国家级展览项
目，每三年一届，已在深圳连续举办三届。展览不仅以
其契合时代设计的理念逐步影响艺术设计的现实转化，
也始终力图将中国设计艺术的发展置于国际设计艺术发
展的前端。

回顾深圳特区40年的发展历程，深圳创造了世界城
市化、现代化的奇迹，也为深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有
力的基础，超常规发展的深圳美术事业丝毫不逊色于经
济发展。通过以深圳市美术家协会、深圳画院和深圳平
面设计协会等机构为主要载体的美术创作和研究机构，
促成了深圳美术军团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形成了一支
风格多元、富有活力的创作队伍，涌现了一批在全国产
生广泛影响的优秀美术家及经典作品。

同时，以国家重点美术馆关山月美术馆为龙头、包
括深圳美术馆、何香凝美术馆等一批专业的美术馆群，
也为深圳的美术创作和研究提供了展示交流平台；深圳
大学艺术设计学院、高职院艺术设计学院、艺术学校等
美术教育体系，为深圳美术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
备人才；以具有美术出版功能的海天出版社、深圳报业
集团出版社等出版机构，还有以书代刊的《中国版画年
鉴》和《中国版画》等美术刊物，为深圳的美术创作和
研究提供了发表和出版的平台；以文博会、大芬油画
村、雅昌、艺术品拍卖公司、画廊构成的艺术经营和产
业机构，使深圳的美术创作和研究成果，通过市场的渠
道获得健康发展的活力和广泛的影响。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也是建设粤港澳
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全面铺开、纵深推进的关键之
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可以自信地说，深圳已经
构建了完善的美术创作和研究生态链。这为深圳美术事
业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为深圳朝着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铺就了人文底色。

（作者为深圳市美术家协会主席）

“以美扶智——中国
美术馆脱贫攻坚美术作
品展”日前在中国美术
馆开展。展出的550余件

（套） 作品，表现了脱贫
致富、生产建设、教育
医疗、扶贫救灾、抗疫
与复工等主题，其中大
部分为中国美术馆馆藏
作品。展览选展了部分
来自革命老区、民族地
区、边疆地区、贫困地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
作品，还囊括了特邀的
一批表现脱贫攻坚、抗
疫与复工题材的绘画、
雕塑、书法、篆刻、摄
影的最新创作作品，力
图多角度呈现脱贫攻坚
历史进程。

此 次 展 览 精 彩 纷
呈 。 齐 白 石 的 中 国 画

《农耕图》 笔墨简括，意
趣丰饶，画中憨态可掬的水牛，头戴斗笠身披蓑衣
埋首扶犁的老农，将齐白石的故园情思和赤子情怀
娓娓道来；陆俨少的中国画 《教妈妈识字》 设色清
雅，张弛有度，描绘了一个亲切感人的农村扫盲场
景；刘文西的中国画 《祖孙四代》 是新中国现实主
义水墨人物画经典之作，四代人同框，代表着一代
又一代的希望和向往；董希文的油画 《千年土地翻
了身》 采用写实主义绘画语言，表现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西藏获得解放，雪域高原从此翻开了历
史新篇章。

吴为山的雕塑 《孔繁森》 以“写意雕塑”的方
式，通过对孔繁森人物造型与精神境界刻画的精
妙，塑造了这位优秀共产党员在茫茫雪域高原走访
基层，与群众交流的形象。毛本华等共同创作的油
画 《焦裕禄》 再现了焦裕禄和群众肩扛树苗走向荒
漠的场景，表现优秀共产党员焦裕禄在带领兰考人
民摆脱贫困的过程中，扎根兰考、扎根人民的伟大
情怀。张见等共同创作的中国画 《助梦》 通过描绘
四川省大凉山火普村表彰脱贫示范户的场景，展现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可喜硕果。
解海龙的摄影 《我要上学》 的主人公是出生于安徽
金寨县一个贫穷山区的“大眼睛”苏明娟，这张触
动灵魂的照片，已成为希望工程的标志，广泛传播。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此次展出的作品
以各具特色、各显神采的艺术形象，歌颂、弘扬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在脱贫攻
坚中涌现出的人物、事迹、风貌与精神。这些作品
源自生活，生机勃勃，是现实性与艺术性的有机结
合，也是以大美化育大众的见证。

本报电（闻艺） 北京服装学院 2020届本科毕业
生城市移动作品展“设计激活城市”日前在北京地
铁上线。本次展览是首都大学生毕业设计作品首次
进入地铁公共空间。作为即将步入社会的未来设计
师，北京服装学院 2020届本科毕业生围绕“设计激
活城市”的概念，在城市复工复产复学的当下，以
青年艺术创意激发城市活力。

展览从未来科技、时尚态度、人文关怀、社区
生活、安全福祉等视角，遴选集结了来自北服6个学
院不同专业的 28位同学的毕业作品，包含服装、服
饰、新材料、城市与居家空间装置、虚拟数字模
特、动画、插画、潮玩 IP、摄影、绘画、文创企划
等不同类型和题材。

据悉，地铁乘客还可以通过扫码进入线上学生
作品页面浏览，进一步了解北服学生的毕业作品。

北京服装学院一直致力于聚焦时尚和文化创意
产业，在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环节倡导和注重设计
教育与社会现实的积极联系。此次将“移动毕业
展”作为城市活力名片，是积极响应城市化总体趋
势，为城市品牌力和首都文化中心建设贡献创意力
量的一次有益探索。

守正创新结硕果
——美术见证深圳特区40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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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激活城市——

北服毕业生作品展亮相北京地铁

农耕图 （中国画） 齐白石

开荒牛 （雕塑） 潘鹤

春天的细雨 （油画） 李振飞

海港之晨·一 （中国画） 陈湘波海港之晨·一 （中国画） 陈湘波 画说深圳 （局部）（中国画） 于长江

招商 （大都市·特区印象NO.30）（版画） 肖映川

新的起点 （油画） 赵伟东新的起点 （油画） 赵伟东

◎艺线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