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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刻是个累活，累上瘾
改不回来了，就这么刻了我
半辈子。我从艺态度跟文学
态度一样，依靠的是永不枯
竭的故乡思维。”艺术家黄永
玉这样形容自己的木刻创作。

日前，由北京画院主办的
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列展
——“入木——黄永玉版画艺
术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
幕。这是 96 岁的黄永玉首个
版画展。展览以“入木”为
题，精选其自上世纪 40 年代
至 90 年代的版画作品近 200
件，力图全面、完整地勾勒
出艺术家的版画发展叙事与
创作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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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刻是其艺术的根

“这是我一辈子刻的木刻，大部分都在这里了。”展
览序言部分，展示了黄永玉为此展新近题写的手记《入
木八十年》。

在这段手记中，黄永玉回忆了自己年轻时用厚帆布
做了个背囊，用来装木刻板、木刻工具、喜爱的书籍，
还有一块十几斤重的磨刀石。这些木刻用具陪伴他走过
万水千山。他说：“我一辈子本事不大，受正式教育的
机会不多。过日子倒是从来不敢苟且、不敢懒惰，怕都
是刻木刻养成的习惯。一刀一刀小心往下刻，生怕出现
差池。”

黄永玉为本次展览手写了不少“心得手记”，这是

展览的线索，也是艺术家80年版画创作生涯的感悟。
20 世纪 30 年代，由鲁迅倡导的中国新兴版画运动

盛起。少年黄永玉因木刻家野夫的一本书《怎样研究木
刻》，开启了自己的版画创作之路。“我还不懂得木刻工
作的意义，只浅尝到它的快乐和兴奋。”没有受过科班
训练的黄永玉，却有着忠实于生活的敏锐认知与内化感
受。1948年8月，野夫的这本《怎样研究木刻》修订后
再次出版，新版 《木刻手册》 封面选用了黄永玉 1946
年创作的作品 《讲故事》，体现出一个木刻前辈对青年
木刻家的肯定。

怀着对家乡凤凰的深爱，黄永玉写下了无限的浪漫
情调与盎然诗意，并从为文学作品和报纸杂志做插图这
条道路开始，创作了大量版画作品。例如，本次展出的

《翠翠和爷爷》《花环》两幅木刻作品，便是黄永玉为其
表叔沈从文所著小说《边城》所作的。这种根植于内心
深处的真实情感，使其往后创作中刻下的每一刀、每一
划皆迸发着鲜活而绵延的力量。

提及黄永玉的艺术，大多人熟悉的是他的中国画。
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认为，木刻是黄永玉艺术的根，是
他视觉体系中的压舱石。“大家熟知黄老性格里的浪
漫、活泼，但当我们真正深入研究他的艺术创作时，才
知道他在版画创作中有非常理性的思维。”

如同“贴着肉的骸骨”

1936年，黄永玉离开家乡凤凰，辗转多地。福建、
上海、台湾、香港……直至上世纪 50 年代初，黄永玉
受邀回到北京，参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的筹建。

身处新旧更替的变革点，而立之年的黄永玉尝试在
新兴版画创作与教学中寻找到更深层次的表达语言：他
深入小兴安岭森林，创作大量森林题材的版画木刻，如

《初进森林》《新的声音》《森林小学》；他被派往荣宝斋
学习中国传统水印木刻技术，与当时也在北京的齐白石
见面，并为其刻制了一幅水印套色版画肖像。

最广为人知的黄永玉版画作品，当属 《阿诗玛》。
本次展览在二层展厅中心设立了“阿诗玛”专区，展出
一组《阿诗玛》经典人物形象插图。1956年，黄永玉为

彝族撒尼人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创作了一组套色木
刻插图。为此，黄永玉来到云南路南县 （现为石林
县），在路南县的额勺依村一住就是两个月，切身体验
了彝族撒尼人的人文风情，并以村里的彝族撒尼妇女普
支委为模特，创作了这组后来享誉画坛的作品。其中开
篇《阿诗玛像》采用侧面肖像的方式，头饰图案丰富多
姿，展现了主人公端庄秀美的形象。

黄永玉擅长各种文学故事插图，尤其是为儿童文
学，如童话、寓言故事等创作的大量成组插图，更是独
树一帜。狡猾的狐狸，井底的青蛙，流亡的小鸭……黄
永玉刻刀下的小动物活灵活现，妙趣横生。这些天真诙
谐的作品，在本次展览中也可以一见。

上世纪 60 年代，黄永玉不断拓宽中国新兴木刻的
审美与维度，以 《春潮》 最具代表性。观看这张作品，
视线首先被跳跃出海面的鲨鱼吸引，鲨鱼身后的海浪和
漩涡塑造了一种惊心动魄的视觉张力，让人仿佛身临大
海之上观看捕鲨的过程，巨浪就在身旁汹涌。在这些涌
动的线条中，一条细细的线最终将观者的视线从鲨鱼牵
引至渔船上的二人——他们才是画面真正的焦点。这一
具有极强戏剧性的处理方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这一时期的版画风格逐渐倾向于一种浪漫美学范式
的回归，不仅完善和深刻了中国新兴木刻的形式与内
涵，也为当时的版画界带来了一股新风。

晚年黄永玉虽然停止了版画创作，手中的刻刀却促
使其养成了从不松懈的习惯，他尝试转向更多艺术语言
的可能性探索。如同刻木刻一般，黄永玉一步步践行着
自身独特的艺术审美与创作实践。

原北京画院院长、北京画院艺术委员会主任王明明
认为，黄永玉的版画大多以线条为主，他对于黑白的运
用灵活自如，刀法变换、线面俱下、游刃入木、神而明
之。其构思立意新颖绮丽，有感而发且想落天外，画面
充满童趣与幽默，形成了清新明朗的意趣和情调。

本次展览设立了“原版对照”专区，为观众呈现
一批跨越几十年的木刻原版。在黄永玉看来，这些充
满了岁月痕迹的木刻板子如同他“贴着肉的骸骨”一
般，与其走过千山万水，保存至今，十分珍贵。吴洪
亮表示，北京画院首次推出黄永玉版画展并出版画
集，非常难得；多块木刻原版与作品对照展出，更是
难得中的难得。

本报电 （张婷婷） 由 《中国美术报》 社主办的
“高峰之路——当代中国画探索研究展”日前开幕。
展览分为山水篇、人物篇、花鸟篇三个专题展。此
次开展的山水篇，展出了崔振宽、李宝林、姜宝
林、赵振川、龙瑞、许钦松、张伟平、张志民、喻
国玮、何加林、卢禹舜、马刚、旷小津、方向等 14
名艺术家的 56 件作品。

参展艺术家年龄跨度从“30 后”到“70 后”，其
中既有德高望重的画坛前辈，也有堪称中流砥柱的
画坛中坚。他们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在
各自领域不断探索研究，以宽广的视野观照古今与
中外、历史与现实，反映出新时代中国画坛的生机
与希望。

本报电 （记者赖睿） 由浙
江 美 术 馆 、 浙 江 省 美 术 家 协
会、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共同
主办的“向史而新——浙江百
年水彩画作品展”日前在浙江
美术馆举行。展览展出创作于
1905 年至 2020 年间的水彩画作
品 140 余 件 ， 其 中 包 括 李 叔
同 、 林 风 眠 、 吴 大 羽 、 倪 贻
德、吴冠中、潘思同等众多美
术先驱创作的水彩画作品，涵
盖了风景、静物、人物等诸多
题材。

展览以中国水彩画所表现
的民族性、时代性、观念性三
个学术概念为起点，回望中国
水彩画的发生和发展，思考中
国水彩画与浙江的紧密联系，
并希望以此展览对中国水彩画
的未来发展有所启迪。

展览共分为三个单元。第
一单元“民族先声：从西学东
渐到浙江风貌”，展示了一条
20 世 纪 上 半 叶 中 国 早 期 水 彩
画 从 效 习 西 方 到 中 西 融 合 ，
再 至 本 土 特 质 内 化 的 民 族 化
沿 革 之 路 ； 第 二 单 元 “ 时 代
转 化 ： 从 写 实 写 生 到 托 物 寓
感”，探讨写实和写生之于水
彩艺术的价值和意义；第三单
元“观念生长：从个性回荡到
观念现场”，把更加强调主观
色彩、具有独特个人风格的作
品和带有多元观念的作品展示
给大家。

水彩画作为舶来品，从 1715 年传教士郎世宁来
华教授西画算起，传入中国至今已有 300 多年历史。
20 世纪初叶至今，现代“中国水彩”业已行过百年
长路。作为一个外来画种，它在中国大地上落地扎
根、蔚然成林，其本土化历程不仅见证了现代中国
百年美术风云，也昭示着本体精进当以自我革新为
首要的内在规律。

本报电 （闻艺） 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的“繁花
似锦——中国国家画院创研新楼启用特展”日前在
中国国家画院创研新楼——明德楼举行。本次特展
展出了中国国家画院院内和外聘艺术家与研究员美术
作品近 300 幅 （部），包含国画、书法、油画、版画、
雕塑、理论著作等。这些创作成果，彰显出新时代艺
术家、理论家活跃的创作观念、饱满的艺术热情、突
出的创作水平和深厚的理论造诣，体现出中国国家画
院作为国家级艺术创作平台和理论研究机构的代表
性、示范性和导向性。

“繁花似锦”特展的举办，不仅标志着历时数年
的“中国国家画院扩建工程”项目顺利竣工，中国
国家画院创研新楼——明德楼正式投入使用，也预
示着作为国家级美术创研高地的中国国家画院迈向
了新的发展阶段。

“繁花似锦”特展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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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花与水果 （水彩）张毓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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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城 （版画） 黄永玉
▶翠翠和爷爷 （版画） 黄永玉

▲阿诗玛 （版画） 黄永玉
▶春潮 （版画） 黄永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