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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青年美术作品
展 览 是 国 家 级 综 合 大
展 ， 自 1957 年 创 办 以
来，一直受到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每届青年
美展总能涌现一批引人
注目、或将引领中国未
来艺术发展方向的艺术
家 。 近 日 ， 由 中 国 文
联、中华全国青年联合
会、中国美术家协会共
同主办的“第七届全国
青年美术作品展览”在
浙江展览馆举办。397件
入 选 作 品 ， 涵 盖 中 国
画 、 油 画 、 版 画 、 雕
塑、水彩·粉画、漆画、
插图·连环画、综合材料
绘画等门类，其中有 50
件为“第十四届全国美
展 ” 展 区 复 评 直 送 作
品，从中可以感受到青
年艺术家们蓬勃的创作
生命力和对绘画语言的
锐意探索。

广大青年美术家观
照 现 实 ， 感 受 时 代 变
迁，深入扎根生活，从
一些习以为常的场景中
发现寻找新鲜感，以现
实和浪漫相结合的手法，捕捉时代清新鲜活的生活气
息。《七月骄阳》捕捉到在烈日下吃西瓜、稍作休息的城
市建设者们的神情；《丰收》描绘了大片无尽的新疆棉花
田；《日常之非常之美》表现写意的幼儿园生活……还有

《生命线》《蕉园守护者》《岁月如歌》《长征路上·送战
友》《富民渔歌——乡村振兴系列》等作品，都把视角对
准了现实生活，充分体现了当代青年美术家的“大历史
观”与“大时代观”。

已连续参加四届全国青年美展的画家邬大勇感触颇
深：“通过这几届青展，我见证了青年画家对时代的感
悟、对社会气象的捕捉，对艺术发展的思考与探索；也
见证了青年对绘画的勃勃雄心，对尝试新事物的胆量以
及理想主义的青春萌动。”此次，邬大勇带来了油画《图
像志——我的大学》，画的是自己的历史。老舍、傅雷、
加缪、罗曼·罗兰、马奈、鲁迅、塞尚……那些在大学时
期对他影响很深的作家、艺术家齐聚一堂，与画面外的
作者隔空对话。

“我深刻地记得在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上，罗中立的
《父亲》 和王公懿的 《秋瑾 （组画）》 对我触动极大。”
中国文联副主席、浙江省文联主席许江说。他认为，本
届青年美展的作品更加直面今天的时代和深厚的大地，
叙事中有向好向善的伦理，也有一种对内在语言孜孜以
求的研究精神。

全国青年美展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时期艺术创作的风
向标，是发现、扶持、凝聚、储备中国美术新力量的重
要展览平台和机制，在中国当代美术建设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马锋
辉表示，全国青年美展的举办让每个历史时期的青年美
术家获得展示才华的机会，他们的脱颖而出不仅使他们
成为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代言人，他们的作品也构成了
新中国美术史具有时代色彩的艺术经典。

本报电 （闻逸） 清丽动人的戏腔，典雅婉约的唱
词，昆山当代昆剧院表演艺术家演绎的 《牡丹亭·惊梦》
片段，将观众带入“情真而调逸，思深而言婉”的昆曲
世界。日前，由中国艺术报社、江苏省文联等主办的昆
曲与书法·书法展在中国文艺家之家展览馆举行。展览以

“玉出昆冈——历代名人咏昆山”“玉山雅集·诗联作品”
“昆曲与书法”三部分展出霍国强等书画家创作的近 200
幅作品，展现昆山之美、昆曲之美、传统之美。

昆山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独特的自然景
观，是“百戏之祖”昆曲的发源地。元末诞生于昆山的

“玉山雅集”，与东晋的“兰亭雅集”、北宋的“西园雅
集”并称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三大雅集”。据记载，“玉
山雅集”中，创作的诗词达5000余首，且“声艺融合”，
形成了昆曲的前身“昆山腔”。

此次展览中，“玉出昆冈”部分以历代名人吟咏昆山
的诗歌为主线，精选古诗百首作为书法和绘画创作的文
本，围绕歌咏昆山、描绘昆山、书写昆山的主题，淋漓
尽致地展现昆山文化；“玉山雅集”部分以昆山巴城的私
家园林“玉山草堂”为题材，将被名人诗文咏唱的景点
融入中国书法的行云流水之中；“昆曲与书法”部分将书
法艺术与昆曲艺术融为一体，引导人们以全新视野了解
昆曲的大千世界。

据悉，与展览一同亮相的还有 20部玉山草堂文海楼
所藏昆曲古籍善本。

“民间故宫”

正在荣宝斋举行的“翰墨家国——荣宝斋 350 周
年专题展”吸引了众多前来打卡参观的书画爱好者、
收藏爱好者、美术学院学子。展览以大量展品，从文
献、文房、非遗、馆藏、出版、当代名家作品、新兴
业态成果等角度，讲述着这家百年老店前世今生的
故事。

荣宝斋前身为“松竹斋”南纸店，由浙江张氏于
1672 年创设，早期主要经营笔墨纸砚等文房用品，
因品种齐全、质量好、价格公道、服务周到，很快
赢得信誉。《旧京琐记》 一书曾记载，“南纸铺并集
于琉璃厂，昔以松竹斋为巨擘……”清代中后期，纪
晓岚、何绍基、赵之谦、翁同龢、张之洞等名士往来
于此，使之成为文人墨客雅聚之地。1894 年，松竹斋
开设连号，取“以文会友，荣名为宝”雅意，名“荣
宝斋”。

新中国成立后，荣宝斋迎来新生。1950 年公私合
营，“荣宝斋新记”成立。1952年，荣宝斋转为国营，
并以郭沫若书题墨迹“荣宝斋”为标准的商号字样，
沿用至今。这一时期，荣宝斋也担起了收藏保护艺术
品的重任，迄今为止已收藏自唐初至近当代数千件书
画珍品及大量文玩精品。因藏品之巨、之精，荣宝斋
赢得了“民间故宫”的美名。

荣宝斋的收藏尤以书画最为丰富。隋末唐初的
《妙法莲华经卷第三·化城喻品第七》，元代盛懋的
《清溪渔者》，明代文徵明的 《兰竹图》 卷、仇英的
《松溪高士》，清代八大山人的 《涉事册》、石涛的
《山麓听泉图》，近现代齐白石的 《松鹰图》、名家合
作的 《贞松永茂册》、张大千的 《华山云海图》、李可
染的 《万山红遍》 ……书画藏品琳琅满目，令人目不
暇接。

除了书画，文房四宝、篆刻印章的收藏也颇为丰
富，比如有明代的五彩毛笔、方形玉印盒，清代的山
形玉笔架、玛瑙笔筒、百子图旧墨，还有吴昌硕、齐
白石、陈师曾等名家的篆刻。重达 4275 克的“田黄
王”可谓荣宝斋的“镇店之宝”。田黄石因世间稀有而
价格高昂。这块“田黄王”购藏于 1986 年，色如熟
栗、石质细腻、晶莹灿烂、温润如玉，是目前世界上
发现的最大的田黄石材之一。

在经营中注重收藏艺术珍品已成为荣宝斋的传
统。“荣宝斋的一大特点就是学术与经营彼此促进、相
得益彰。历代荣宝斋人在艺术品经营中形成了高度的
文化积累自觉，学术研究成果又为艺术品经营提供有
力支撑。”荣宝斋党委书记、执行董事赵东说。

1963年，荣宝斋购得 37件历代书画珍品，其中就
包括国家级文物米芾的《苕溪诗卷》。这些作品后来都
无偿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赵东说，这种文化自觉正
是荣宝斋有别于普通商业画廊的地方。

“书画家之家”

今年初春时节，画家黄永玉来到荣宝斋。每次到
荣宝斋，黄永玉就像“回家”一样。这一次，他又来
到巨幅国画 《荷》 前细细观看。这幅画是 2009年荣宝
斋大厦落成时，黄永玉历时 40天创作完成、并赠予荣
宝斋的。画面上，太阳当空，光芒四射，高低错落的
60株荷花亭亭玉立，色彩华贵，生机盎然。

2022 年荣宝斋 350 周年之际，99 岁高龄的黄永玉
为荣宝斋再次创作巨幅画作《源远流长》。它不仅寓意
着荣宝斋文脉源远流长，也蕴含了黄老与荣宝斋的深
厚情谊。1953 年，还是中央美术学院教师的黄永玉，
受院长委托到荣宝斋学习木版水印技艺，并由此完成
了毕业创作木刻《齐白石像》与《阿诗玛》。

“荣堂画艺贤人慧笔，宝店书风礼士清怀”。这是
荣宝斋众多楹联中的一副。正如楹联上所说，荣宝斋
的发展史始终贯穿着与中国近现代文化艺术大家的交
往。书画家在荣宝斋谈艺、交流、创作，与荣宝斋唇
齿相依、共同成长，成就了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上的一
段段佳话。

“书画家和荣宝斋是一家人。我们与书画家之间
是鱼水之情，彼此成就。”赵东说。20 世纪初的书画
市场并不景气。荣宝斋为书画家“挂笔单”（相当于支
付稿酬），并提供好的笔墨纸砚和创作条件。书画家只
需创作出作品，再由荣宝斋推向市场。不少书画家正
是通过在荣宝斋“挂笔单”、展销作品，才逐渐崭露
头角。

齐白石初到北京时，因其木匠出身，又在艺术上
刻意求新，遭到排挤，处境困难。荣宝斋却独具慧
眼，特意把齐白石的画作挂在店堂里最显眼的地方，

使他的作品逐渐被人们所认识、接受，乃至推崇备
至。而在荣宝斋有需要之时，齐白石也是义不容辞、
鼎力相助。

与众多艺术家结下的翰墨情缘，使荣宝斋拥有了
“书画家之家”的雅号。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傅
抱石、王雪涛、李可染、李苦禅、黄胄、启功、关山
月……这些与荣宝斋交往深厚的名家，几乎撑起了一
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

与书画家交友交心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今年，200多位当代书画家应邀创作，共贺荣宝斋 350
周岁生日。这其中既有黄永玉、韩美林、沈鹏等德高
望重的艺术家，也有冯远、范迪安、孙晓云等业界翘
楚，还有崭露头角的青年艺术家。“这些作品是文化的
积累，是荣宝斋和书画家之间情谊的见证。”赵东表
示，荣宝斋还将继续团结广大书画家，建设更加温馨
的书画家精神家园。

19世纪的文创

在各大文博机构纷纷活化利用藏品的当下，文
创产品似乎并不稀奇。而在赵东看来，荣宝斋做文创
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世纪末，那便是荣宝斋的一项绝
技——木版水印。

荣宝斋木版水印是在继承传统雕版印刷技艺基础
上独创的彩色书画复制技艺，至今已有 120多年历史，
2006 年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896 年，
荣宝斋设立“帖套作”，开始自刻、自印笺纸，不久声
名鹊起。20世纪30年代，受鲁迅、郑振铎委托，荣宝
斋刻印 《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鲁迅赞誉为“诸
笺肆之白眉”。1952年，荣宝斋转为国营，发展木版水
印技艺，先后摹制了百余件古代绘画国宝。

琉璃厂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 50年代，荣
宝斋经理侯恺把齐白石请到店中，在他面前挂出两幅
墨 《虾》，请他分辨哪一幅是真迹。白石老人端详许
久，最终摇头说：“这个……我真看不出来。”荣宝斋
木版水印之奇，可见一斑。

与普通版画复制工艺、工业化印刷技术不同，荣
宝斋独有的木版水印能够呈现丰富的层次、笔触与细
节，技艺高超。这项技艺也开辟了传播、观赏中国书
画艺术的新途径，拉近了普通民众与名画的距离。

早在20世纪50年代，荣宝斋木版水印制品就曾获
“莱比锡国际金奖”。1956年，古代绢本画名作 《簪花
仕女图》 成功复制，周恩来总理、陈毅元帅把 《簪花
仕女图》 木版水印画第一件作品作为国礼送给了当时
的缅甸总理吴努。

荣宝斋木版水印技艺还出现在北京奥运会、上海
世博会以及法兰克福、纽约、伦敦等大型国际书展
上。所到之处，皆引发中外观众赞叹，让世界看到中
华技艺的非凡魅力。

荣宝斋的另一项国家级非遗项目——装裱修复，

是北派装裱“京裱”的代表。人民大会堂的宏幅巨作
《江山如此多娇》的装裱、辽代《大藏经》等文物的修
复，都出自荣宝斋师傅之手。

此次专题展也全面展示了这两项非遗的发展历
程、主要成果以及在当下的发展创新，从中不难感受
到中华技艺的精妙和荣宝斋一脉相承的工匠精神。

老字号新国潮

350载朝乾夕惕，350载薪火相传。
一路走来，荣宝斋不断探索与开拓，饱经风雨，

满载辉煌，成长为中国文化产业的一艘巨轮。赵东认
为，荣宝斋350年生生不息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

“诚信为本，荣名为宝”的百年古训，“诚信为本”是
商道，“荣名为宝”则是历代荣宝斋人对品牌的珍视；
二是荣宝斋时刻与时代同步，不断创新创造。

进入新时代，老字号亦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机遇与
挑战。为此，荣宝斋提出建设“两个荣宝”，即传统荣
宝和创新荣宝。传统荣宝包括画廊、拍卖、非遗、出
版、画院等传统业务；创新荣宝则涵盖数据荣宝、网
络荣宝、文创荣宝、美育荣宝等一系列新举措、新业
态，激发老字号的生机和活力。

“两个荣宝相互促进，共荣共生。其中，传统荣宝
是根和魂，要面向专业，突出学术，持续做厚做深；
创新荣宝是花和果，要面向大众，满足当下多元审美
需求和艺术消费需求。”赵东说。

荣宝斋丰富的馆藏是数字化、版权化的富矿。在
此基础上，这家百年老店大胆突破，以科技赋能、文
旅融合、跨界互动等方式，迈开了转型升级的轻盈步
伐。品种繁多的文创潮玩、沉浸式体验空间、网红咖
啡馆、与多个品牌联名的“新国潮”活动、和国际潮
流艺术家合作……创新荣宝的建设不仅带来了新的增
长点，也更新了年轻人对荣宝斋的认识，延伸了品牌
价值。

350 年，是一个节点，更是一个新的起点。“荣宝
斋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我们要做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守护者、传播者、创新者，也要做对外文化
交流的使者。”赵东说，作为一家文化央企，荣宝斋未
来将继续弘扬和发展民族文化艺术，服务人民美好生
活，并通过传承与创新，构建人民与艺术的桥梁，推
动艺术创作、艺术市场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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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书写昆曲之美

春天里 （中国画） 孙 陶

350岁荣宝斋演绎不老传奇
本报记者 赖 睿

北京和平门外琉璃厂西街
19 号，一座典雅大方的仿古建
筑，这就是知名传统文化老店荣
宝斋。荣宝斋门前红毯铺地，两
侧分别立有“1672”和“2022”
字样的展板，昭告往来的人群：
荣宝斋350岁了。

350 年，荣宝斋从一家小小
的南纸店，如今成长为集书画经
营、文房用品、木版水印、装裱
修复、出版印刷、展览展示、教
育培训、拍卖典当、电商文创等
业务于一身的综合性文化央企。
其发展历程，不仅是一家中华老
字号店铺的成长史，也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在时代浪潮中生生不
息、历久弥新的生动写照。

源远流长 （中国画） 黄永玉

万山红遍 （中国画） 李可染

“田黄王”

《十竹斋笺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