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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

如今，走进细屋熊湾湾口，便能看见用红砖搭建
的乡村艺术建筑。围绕村湾的中心池塘，山势自然起
伏回环，民房依山而建，十分和谐，仿佛一幅水墨山
水画。

这样的景观，始于湖北美术学院与细屋熊湾的结缘。
“早在2015年，我们开始在梁子湖周边的湖泊水网

地区进行乡村调研，2017年具体在细屋熊湾推进实施。
我们希望提升村湾整体环境、公共设施，完善建筑功
能，同时，探索保持地域风貌特色。”湖北美术学院环
境艺术设计系主任周彤告诉记者。这个团队包括七八名
教师，前后还有十几名研究生参与进来。

相传，五代十国的“南窑遗址”就在细屋熊湾。制
陶、制砖技艺的传承，已经是当地的一个标识。湖北美
术学院团队便将红砖定为当地规划的基本色调和建筑材
质，让村湾规划既具有统一的视觉效果，也贴合当地的
历史文化传统。

建设村史馆，是团队进驻后的一件大事。
村湾中心入口的位置，有一幢历史遗存，仅存有

的槽门上刻着“高阳甲第”4 个字。这是村湾历史的
一个见证。基于此，团队师生规划在此建一座村史
馆，“设计应该是现代的，但也要和原有风貌有一个
对话。”周彤说，原有的房屋是一个合院的建筑形
式，于是团队选用了围合、对称的建筑方式来与传统
呼应，同时采用当前的建造技术，赋予村史馆当代的
使用功能。

现在，建成的村史馆不仅是村民了解当地历史的地

方，也是村里举行大大小小活动的场所。村史馆前面的
空地还为村民提供了健身、交流的场地。

授人以渔

细屋熊湾是一个只有 23 户村民的小村湾。湖北美
术学院团队第一次来考察时，村里只有几户有人居住，
且多是年长的居民。他们大多对这个外来的团队充满好
奇，却也不多言说。

与团队一拍即合的，是当地村民熊良广。熊良广生
长在细屋熊湾，多年外出打拼直至 2012 年回乡。在他
的记忆里，当时的村湾只有杂草丛生的步行小路，到处
是垮塌的猪圈牛栏，污水横流。在外生活多年的他，希
望家乡能有所改变。

面对规划方案，熊良广首当其冲，拿自己的房子做
示范，不仅改造成了当地民宿，还建立起一个陶艺馆，
成立了“李正文教授工作室”。

随着团队成员来的次数越来越多，村湾的面貌开始
发生变化：入村的小溪恢复了溪水的声音，倒塌的房屋
被重建，当地的废旧材料被安置在合理的建设中，住房
的条件得到改善……“村湾变化一天一小样，十天一大
样。”熊良广说。

这些变化，村民都看在了眼里。当团队再来时，许
多人会主动询问：家里的围墙要怎么改建？道路边种什
么植物合适？家里尚有的一些老物件如何再利用？如果
要发展民宿应该怎样设计？……村民的需求越发丰富。

面对这一状况，团队师生认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激发出村民建设乡村的内生动力。

以建村史馆为例。村史馆是湖北美术学院团队设
计规划的，却是村民用 8 个月时间搭建成的。由于村
民大多看不懂设计图纸，团队师生就在建造现场搭
立体模型，实现可视化效果，还将本地材料、废旧
材料的利用方式方法，结合当地切实可行的技术传
授给村民。

如今，团队师生每次走进村湾，总会收获意外惊
喜。这样的惊喜，来自村民自发的建设。“村民在村史
馆外墙上画的花砖，还有小步道上用砖瓦拼接的各种花
样，都是他们的即兴发挥。”周彤说。

持续互动

几年下来，细屋熊湾的整体风貌大有改观。在整
洁的面貌之下，建筑错落有致，却不突兀，与周围环
境融为一体。用周彤的话来说，依然是掩映在树林底
下的村庄。

“他们不搞大拆大建，利用村落历史遗存做足文
章，让乡村保留了质朴和乡味的同时，村落的风貌和审
美又得到提升。”当地干部感慨道。

环境美了，自然就能吸引游客，推动当地旅游经济
发展。熊良广告诉记者，现在每逢节假日，村湾里的民
宿都预订一空。村集体“三楚文化旅游发展熊良广有限
公司”蒸蒸日上，带动了周边闲置人员就近务工。“我
亲身体会到了湖北美术学院规划的宜居、宜玩、宜就
业、更宜致富的超前理念。”熊良广说。

细屋熊湾与湖北美术学院的关联并未就此画上句
号。“我们的互动是经常性的、持续性的，还将长久地
持续下去。”周彤说，乡村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团队
师生一方面利用自身艺术特长参与了乡村建设，另一方
面也在与村民的互动中，积累了鲜活的素材，激发出新
的创作灵感。

这不，就在记者采访之际，熊良广又来到湖北美术
学院，与陶艺系师生商讨“南窑遗址”的挖掘……

本报电（韩一） 日前，“有容乃
大——容庚捐赠展”在中国美术馆
举行。这是文化和旅游部 2020 年度
国家美术作品收藏和捐赠奖励项
目。本次展览经典荟萃，蔚为大
观，近300件展品包括容庚捐赠的个
人书画、篆刻作品，容庚及其家属
捐赠的青铜器、历代书画、丛帖、
金石拓片、手稿、信札、印章以及
各类文献资料等。

为全面展现容庚一生收藏，多
家文博机构特借出馆藏作品，其中
包括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一级文物青
铜 器 《栾 书 缶》， 故 宫 博 物 院 藏

《兰亭八十刻》，中山大学藏 《金文
编》 手稿，广州博物馆藏一级文物
青铜器 《仲惠父簋》《剌鼎》，广州
艺术博物院藏一级文物南宋 《云山
图》 小 品 、 林 良 《秋 树 聚 禽 图
轴》、沈周 《吴门十二景》 册页、
文徵明 《醉翁亭记书画合卷》、董
其昌行草 《王维诗二首》 卷、董其
昌 《江南山水图轴》、恽南田 《花
卉册页》、边寿民 《杂画册选》、广
东省博物馆藏 《郭沫若致容庚信
札》 等。

容庚 （1894—1983），原名容肇庚，字希白，号颂
斋，广东东莞人。他不仅是古文字学家、教育家、古
物鉴定家，也是收藏家和书画篆刻家。

容庚一生专精学问，著作等身，收藏宏富，晚年
将毕生收藏捐献给国家。容庚辞世以后，其子女后人
遵循遗训“学术乃天下之公器”，陆续将其生前未及捐
赠的文物捐献给国家。

据各受捐机构不完全统计，容庚及其家属先后捐
赠青铜器200余件，历代书画1200余件套，古籍善本1
万余套册，金石拓片、丛帖、名人信札千余件以及大
量的著作手稿、刻本、抄本。其捐赠之精、数量之
多，世所罕见，为国家文化的集藏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正如展览的名称
“有容乃大”，本次展览一方面彰显了容庚先生的大
德、大爱和大艺；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多家单位齐心协
力办大事的态度和精神。

本报电（闻逸） 徐悲鸿、潘玉良、刘海粟、常书
鸿、蒋兆和、吴作人、艾中信、吴冠中……近日，中
国近当代120位美术家的280余件素描作品在中国国家
博物馆汇聚。这是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家协
会主办的“中国素描——现当代著名美术家作品邀请
展”（第一回），是迄今国内首次系统回溯中国素描艺
术百余年的发展历程。

本次展览系统梳理了自20世纪20年代至今中国素
描艺术发展的各个阶段，集中展示了每个阶段较有代
表性的艺术家的素描精品，多数作品属首次展出。

按照中国现当代素描艺术发展的历史脉络，展览
分为中西一冶、关怀现实、兼收并蓄、民族意韵、多
元共存5个单元。

国博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本次展览能够引导观
众深入理解中国艺术家熔铸于作品的家国情怀，深刻
感受中华民族在融汇中西、博采众长中迸发的艺术创
造力，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

本报电（胡雪慧） 由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山东艺术
学院、青岛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美术家协会策展

委员会联合主办的“淋漓华章——孙博文艺术展”日前
在中国美术馆举办。

展览邀请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范迪安担任策展人，分为上篇“时代华章 立传山河”
和下篇“淋漓异彩 苍润化境”两个板块，展示孙博文
一生丰富厚重的艺术积淀，重点突出其敢于变革和突破
的艺术革新精神，也呈现出中国画在 20 世纪发展历程
中融合中西、创变求新的探索路径。

20 世纪以来，中国画坛充满着“新”与“旧”，
“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冲突。这种
大文化背景映衬的焦点便是中国画的现代变革。孙博文
的绘画在这方面有突出的艺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他的山
水画由传统语言走向创造性革新发展，同时又兼取西方
绘画中益于表现的方式语言，最终凝结为具有显著个人
特点的彩墨山水画风格。

范迪安认为，“他 （孙博文） 的艺术具有鲜明的革
新意识和时代面貌，具有师法造化和物化于心并重的特
征，并且还是一位博学兼修且具有革新精神的画家。孙
博文的艺术图景是一种淋漓挥洒的自然华章，他以诗意
的画境进行古与今、中与西的交融，达到自然造化与精
神世界的交织，在中国山水画的发展进程中彰显出具有
独特审美价值的艺术新路。”

孙博文 （1938—2003），名九学，字博闻，号汝阳
山人，师从关友声、黑白龙、王企华、陈凤玉诸先生。
他一生致力于中国画的创作与创新，集诗书画印于一
身，作品多以大写意为主，无论巨幅大构，还是斗方小
品，都呈现出气势磅礴、笔墨奔健、自由率真、流光溢
彩的大格局，特别是山水巨幅作品，一改山水画的传统
观念，由原来纵情山水的自我赏玩，转向适应于公共空
间的延伸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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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在想什么 （素描） 顾生岳

回溯中国素描艺术百余年历程回溯中国素描艺术百余年历程

孙博文艺术展在京举办

位于长江中游南岸的

湖北省鄂州市涂家垴镇，

湖水丰沛，千樯林立。这

里曾是入汉通达的要塞，

随着陆路交通的发展，逐

渐失去了航运优势，村落

一度荒废。

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之后，湖北美术学院

师生团队扎根涂家垴镇上

鲁村细屋熊湾，深入调研

当地的人文历史背景，以

艺术为媒，探讨文化助力

乡村振兴的当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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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的村史馆

村史馆一角

细屋熊湾的小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