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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赋能美好生活

乌拉圭是与中国地理距离最遥远的国家之
一。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30余年来，中乌两
国交往密切，在文化艺术领域更是以极具广度与
深度的面向展开。

2018年，恰逢中乌建交 30周年，由中国美术
馆、乌拉圭前哥伦布土著艺术博物馆和乌拉圭驻
华大使馆共同主办的“乌拉圭的瓜拉尼艺术展”
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中国有句古话：“来而无往非礼也。”
近年来，“中国写意”已成为中国美术馆在国

际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展览序列与品牌，曾在多
国举办展览，将蕴藏于中华民族艺术深处的写意
精神娓娓道来。现在，“中国写意——来自中国美
术馆的艺术”漂洋过海来到乌拉圭，在乌拉圭国
家视觉艺术博物馆及乌拉圭前哥伦布土著博物馆
举办，旨在让乌拉圭观众领略中国写意艺术独特
的魅力与诗性的意蕴，为两国之间的文化交往续
谱新的篇章。

展览试图从纵向的历史角度和横向的跨媒介
角度梳理蕴含于不同画种、不同时期作品的写意
精神。透过这些作品，我们得以通感中国意象、
传统韵味、现代形式的交相辉映；中国几代艺术
家对传统艺术语言的继承、转换、升华和延伸；
5000 年中国传统文脉中的人文精神在当代的“活
化”；以及神畅自如、纯粹明净的审美境界。

“中国写意”不仅是一种宏观艺术观念的表
达，也是独特艺术语言的体现，其诗性的追求是
高洁空灵的中国文人意趣，其造型的风格表现出
中国文字书法的抽象意味，并对话国际化视野下
的多元艺术。中国写意源自天象地脉的意象，合
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理论，表现为
象、气、道逐层升华而又融通合一的动态审美，
其点画、开合、节奏，同化于自然草木，对应于
天地阴阳，合拍于江海律动，因此气脉贯通，真
力弥漫。我们可以看到，此次展出的作品中，那
些被物化的神与韵，生发出无处不在、无处不可
感的文化与宇宙气象，其聚散、升降、屈伸、浩
浩然充塞于天地之间，既有中国儒家的敦厚沉
郁、静穆中和，也有道家的与物推移、彰隐自
若，还有禅宗的自由卷舒、人性旷达，更具融合
新时代精神的开拓进取。

写意在中国文化艺术长流中的发展是深入、
多元化的。首先，在中国画方面，艺术家凭借一
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注重从中国艺术的历史生成
入手，开展艺术思考及创作；其次，在油画方
面，百年的发展历程不仅给中国艺术带来了新的
生命力，更让中国传统文化在与世界的连接、对
话和共同发展中凸显出特有的价值，在比较中实
现了“异质同构”“同质互化”；再次，在雕塑
方面，与西方以“人”为中心的观念不同，中国
写意雕塑展现了中国文化对“天人合一”的追
求，偏重精神性的意向造型，这种精神指向，不
仅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的养分汲取，还归
功于西方写实雕塑与抽象雕塑对当代中国雕塑的
影响。

我犹记得 2018年观看“乌拉圭的瓜拉尼艺术
展”时的那种审美触动，与其说是一个艺术展
览，不如说那是一幅展现乌拉圭人民 16世纪以来
精神世界的历史画卷。由衷希望乌拉圭观众在看
到远渡重洋而来的中国艺术作品时，也能收获同
样的感动；希望作品中蕴含温度的意象与笔触，
能在乌拉圭观众的内心有所投射。愿通过展览的
举办，实现与乌拉圭之间“高山流水觅知音”的
文化互动。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馆长）

本报电（记者赖睿） 由上海中国画院主办的“壮
心高华——谢稚柳、陈佩秋学术艺术大展”正在程十
发美术馆举行。展览分为“少时弄笔”“池沼江海”

“宣和新裁”“壮心不已”“截玉高华”5个部
分，涵盖山水、花鸟、人物、书法，共计展
品150余件。

谢稚柳与陈佩秋是近现代中国画史上知
名的艺术伉俪，是上海中国画院德艺双馨的
画师代表。在陈佩秋百年诞辰之际，上海中
国画院积极策划此展，旨在让世人深入认识
他们在近现代中国画史上的重要地位与意义。

谢稚柳的学术与艺术多样而丰富，在山
水、花鸟、人物画，在书法、鉴定、诗词上
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绘画从陈老莲入
手，近师宋元，远溯晋唐；20世纪50年代末
南游粤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面貌；晚
年对落墨法的探索，更令其艺术独树高标。
谢稚柳也非常专注于学术，20世纪40年代与
张大千一起率先远赴敦煌研究考察，奠基敦
煌学。新中国成立后，谢稚柳在中国古书画
鉴定、中国绘画史嬗变等重大课题上也作出

了重要贡献。
陈佩秋巾帼不让须眉，她早年遍临宋元绘画经

典，进入画院后，在取法宋元基础上积极融入现实，

写生造境；后又兼收八大、徐渭大写意笔法，结合西
方印象派特点，中西合璧，形成了积墨积彩、清新华
贵的艺术面貌。晚年的陈佩秋更致力于高古绘画的赏
鉴，在学术上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展览集结了谢稚柳、陈佩秋各个时期的作品，全
面而系统地阐释了两人的艺术演变过程。此次展出的
许多作品是首次在上海公开露面，如吉林省博物院藏
品谢稚柳 《江乡晴雪图》、陈佩秋 《墨笔牡丹蛱蝶
图》，中国对外艺术展览有限公司藏品谢稚柳 《荷花》

《红叶银雉》等。一些作品更是难得一见，如画院所藏
谢稚柳巨幅山水立轴，陈佩秋早年经典的花鸟创作。
此外，还有谢稚柳 《南无观世音菩萨》《松鹰图》《深
竹栖禽》《教学稿十三页》，陈佩秋《花鸟四条屏》《三
花图》《拟张大千泼墨青绿山水》《黄橙经雨》 等作品
与观众见面。

展览也注重二人艺术风格的对比研究，既有重
合，又有不同。比如在“宣和新裁”单元，观众能
够清晰地看到谢稚柳、陈佩秋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的花鸟画风十分相近。而在山水作品上，则展
现了两人的不同：谢稚柳宗法北宋，陈佩秋更倾向
南宋。

尊重传统，融合创新

中国是工艺大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风俗各
异，创造了大量优秀的器物。传统中国日常用品具备
丰厚的多学科价值，其中的佼佼者早已成为博物馆藏
品，化身珍贵的文化遗产。中国又是制造业大国，具
备各种日常用品完整的生产线。大量的生产、实践，
不仅满足本国需求，也让“中国制造”成为无可争议
的、世界日常的一部分。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造物方
式，以及好物的概念，均发生了改变。工艺类的文化
遗产如何跻身 21世纪的日常生活呢？中国既是现代化
的受惠者，也深切体会到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生活的意
义。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结合的创新，一步一步成为
大家的共识。

2017年发布的《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就专门
指出传统工艺要拥抱现代设计，而现代设计也早已看
重传统工艺的价值。可是，两者如何结合，是一个难
题。简单地说，传统工艺是农业文明的成就，现代设
计乃工业文明的产物。或许与普通人想象的不同，不
是把传统做好，传统自然就会进入现代；而是做好了
现代，才能更好地继承传统。传统与现代并非矛盾的
前后关系，传统是过去的现代，现代是未来的传统。
它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真正继承传统，不
是复制外在的符号，而是汲取内里的创造精神。对
此，笔者认为在于4个字：“舍形取神”。

例如，中国传统工艺大多选择自然材料。对材料

的理解与使用——也就是处理好材料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充分反映中国人
的造物思维。好物，就是人物合一，是人与材料背后
的自然合一，与自然的可持续相处。如此这般，才能
做到“天人合一”，造物，也顺理成章。这种面向未来
的智慧，不是农业文明的专属，或者仅仅限于中国，
应该在更大范围发扬光大。

坐落于浙江省杭州市青山村的融设计图书馆，正
是将其作为切入口。它汇集了中国多个省份代表性的
传统工艺研究成果，系统整理材料架构和脉络体系，
并开放给喜爱工艺的所有人。来自不同领域的设计师
汇集于此，专注材料和工艺研究，身体力行传统工艺
与现代设计的结合。十几年来，这里诞生了“吱音”

“之禾”“素然”“见南花”“本土创造”等一批秉承相
同理念的中国品牌。它们的创造走进千家万户，成为
当代中国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向往现代，紧贴大地

中国人心灵手巧。陶瓷、漆器、织绣、金石等工
艺门类，都能体现中国人这方面的长项。当然，好
物难得，一丝一毫的改进，都是创造者、消费者与
材料、工艺无数次对话的成果。为了顺眼顺心的器
物诞生，创意、生产、使用、消费，每个环节力图
精益求精。锦绣大地，靠的是意识、意志、坚韧，
还有爱。

好物不是因为市场需求而出现的偶然事件。它们
不仅把握丰沛的文化根脉，还是针对现实与理想矛
盾的优化方案。中国的设计师正视器物背后意义的
转换。他们审时度势，凭借“中国设计”的语言，
活跃于国内国际的设计舞台，并屡获殊荣，实力有
目共睹。

同样，中国消费者注重日常用品的品质。他们不
再追求简单的奢华、名贵，而有自己的认知。好物，
给消费者带来自知、自爱，甚至成为其生命的一部
分。我们或许会主动品味其中的奥妙，也或许是潜意
识里的被动接受。它们的工艺、材料、功能、器型
等，无不化成一个个具体瞬间，与我们一同喜怒哀
乐，甚至携手变老。

创造者会欣喜于自己的创造被更多消费者使用。
“痣”品牌的设计师刘柏煦，善于抓住生活中的细腻情
感。他的蓝边厚杯，是以早年铁路用杯为原型的再设
计。他说，那时候的绿皮火车里铺设的是木地板，在
晃动的列车中，使用厚重杯身比较稳固，即使跌落也
不易破碎。蓝边厚杯保留了铁路杯的厚度，盈握于
手，很是扎实；杯口有斜面角度，减少了喝水的噪

音，既有历史的温度，也有设计的精妙。

“因为它们最日常”

有种声音认为，好物多多益善，自然会迎来好的
生活。可器物从来不是以单一的面目出现的。万事万
物，紧密相联。所以，更有可能是有好的外部环境，
才会激发出一众好物的诞生。事实是，相对于创造好
物，建构适宜的生活方式，并因此推出系列产品，乃
是最近二三十年国内外优秀企业的首选。

作为一个善于造物的国度，中国从来重视这个问
题。一批有志之士致力于将现代制造与传统工艺理念
结合，打造拥有中国智慧的现代化产业。他们长期关
注可持续性发展，挖掘本土文化资源，紧随国际发展
趋势。“中国品牌”在服饰、家居、家电、建筑等领域
上的全力拓展，也反映了这种实践。或许，没有什么
能够比日常用品更适合担当文化“走出去”的代表。
因为它们是入手入心的被感知物，自带强劲的说服力。

今天，普通人的日常所用变得丰富多彩且个性十
足。中国人对于好的生活方式的认知，不再停留于概
念之上，更是日常的点点滴滴。他们手中的一杯一
碗，不正是中国朝着现代化国家迈进的最佳例证吗？
刘柏煦就曾坦言，他在意的设计还是碗和杯子，“因为
它们最日常”。

这两年，多个城市举办的“双手做工劳动者市
集”此起彼伏，热闹非凡；艺术机构纷纷举办日用好
物的展览；新媒体对于中国好物的推介，也深深地抓
住了大众的目光。年轻一代对工艺、手工、劳作的关
注，已然形成一股热潮。在江西省景德镇陶溪川艺术
集市“陶然集”里盘桓半日，难免会被年轻一代的热
情所感染。他们是创造者、消费者，也是中国好物、
中国好生活的代言人。

相信在更多人的合力之下，“中国制造”“中国设
计”“中国创造”“中国品牌”等中国好物，会继续阔
步向前，开拓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当地时间2022年12月22日，“中国写
意——来自中国美术馆的艺术”在乌拉圭
国家视觉艺术博物馆及乌拉圭前哥伦布土
著艺术博物馆同时开幕。展览由中国美术
馆、乌拉圭国家视觉艺术博物馆、乌拉圭
前哥伦布土著艺术博物馆共同主办，得到
中国驻乌拉圭大使馆、乌拉圭驻华大使馆
大力支持。展览通过中国画、油画、雕
塑、版画、水彩、漆画等33件作品，展现
蕴藏于中华民族艺术深处的写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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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莲图 （版画） 广 军

▲ 竹林栖禽 （中国画） 陈佩秋▲ 竹林栖禽 （中国画） 陈佩秋

谢稚柳、陈佩秋学术艺术大展举行

人的一生，与物朝夕相伴。很大
程度上，物的品质，决定了生活的品
质。再说，物不单单是其本身。它的
功能、样貌、价格、受众，往往展示
了社会发展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物质生
活大幅改善。大家清晰地认识到，好
的生活是物质、精神并进。越来越多
人对日常所用有了更高要求。好物的
概念，除了满足实用功能，还在于凝
聚文化、彰显价值、带动生活品质提
升，也体现出社会的发展。这种意
识，成为设计师、消费者、市场、社
会普遍关注的重点。

▲ 痣·蓝边厚唇杯▲ 痣·蓝边厚唇杯

▲ 江西景德镇陶溪川艺术集市“陶然集”现场
（本文配图由作者提供）

▲ 融设计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