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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集中外艺术佳作

碧空之下，中国美术馆金色琉璃瓦屋顶泛着耀眼的
光。鲜花簇拥的“60”字样立体展板置于广场前，昭告往
来的人群：中国美术馆60岁了。

走进中国美术馆一层圆厅，“致敬经典”主题展览在这
里铺开。许多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大师名家作品令人目
不暇接：徐悲鸿的《奔马图》、吴冠中的《春雪》、黄宾虹
的《万松烟霭》、潘天寿的《露气》、傅抱石的《待细把江
山图画》、罗中立的《父亲》……展墙中央是中国美术馆首
任馆长刘开渠的雕塑《胜利渡长江 解放全中国》。该浮雕
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1组 10件浮雕中最大的 1件。展厅中的
这件，是 2017 年中国美术馆运用现代科技对原作进行扫
描、缩小、复制并收藏的。

圆厅中央细长的展柜里陈列着“镇馆之宝”《潇湘竹石
图卷》，观众们正倾身俯首、仔细观赏。这幅图卷落款为

“苏轼”，距今已有 900 多年历史。近 30 位鉴藏家的题跋，
记录了它的流传过程。

此外，毕加索、珂勒惠支、安塞尔·亚当斯等外国艺术名
家的作品也集中亮相，展现了中国美术馆丰富多元的馆藏。

中国美术馆共收藏各类美术作品13万余件，其中有相
当部分是中外现当代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这些丰厚的藏
品，是从中国美术馆建馆伊始累积而来的。

1961 年，中国美术馆成立了包括刘岘、江丰、米谷、
郑野夫等人在内的“收购小组”，开展美术作品的征集和研
究工作。第一批入藏的作品包括石鲁、林风眠、傅抱石的
中国画，还有一批当代版画。

此外，中国美术馆还得到了众多美术家及家属、艺术
机构和个人的慷慨捐赠。中国美术馆获得的第一批捐赠是
在1961年，岭南画派“三杰”之一陈树人的夫人居若文捐
赠了116件陈树人作品。

1964年，时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的邓拓，将
个人珍藏的 140余件 （套） 中国古代绘画作品捐赠给中国
美术馆，不仅包括这次展出的《潇湘竹石图卷》，还有沈周
的《萱草葵花图》、唐寅的《湖山一览图》、仇英的《采芝
图》 等，填补了中国美术馆藏品在中国绘画史上从宋代、
元代至明清的空白。

1996年，德国收藏家路德维希夫妇捐赠89件 （套） 国
际美术作品，包括毕加索、大卫·霍克尼、安迪·沃霍尔、
利希藤斯坦、安塞姆·基弗等艺术家的佳构，使中国美术馆
拓展了典藏欧美现代艺术的维度。

2015年，老舍、胡絜青的 4位子女将父母旧藏的任伯
年、吴昌硕、齐白石、陈师曾、傅抱石等多幅书画作品无
偿赠予中国美术馆；2016年，杨振宁夫妇捐赠 3件熊秉明
的雕塑作品，朱奕龙捐赠10件于右任书法作品……这些捐
赠使国家美术宝库更加殷实。

中国美术馆汇集了从古代到当代的中国艺术名家代表
作品，构成中国美术发展序列，兼有近4000件国际艺术藏
品，有9800多位艺术家的作品进入收藏名录。

连接艺术与人民

收藏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人民。作为“人民的美术馆”，
中国美术馆迄今已举办5500余场各类美术展览，通过“弘
扬中国精神”系列展、“典藏活化”系列展、学术邀请系列
展、捐赠与收藏系列展等展览模式，把馆藏佳作带给大
众，成为连接艺术与人民的桥梁。

中国美术馆建成后举办的第一场展览，就以纪念毛泽东
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 20 周年为主题，
展出作品2000余件。此次大型展事即第三届全国美展。

历届全国美展、历届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等大展
在中国美术馆的举行，都引发了观展热潮。

2011 年 3 月 2 日，随着中国美术馆原先的“售票处”
换上“领票处”的指引牌，中国美术馆正式面向社会实行
免费开放，为人民群众走近艺术、欣赏艺术带来了极大的
便利。

新时代以来，中国美术馆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弘扬中国
精神、展现时代气象的重要展览。

为庆祝党的十九大、二十大胜利召开，中国美术馆举
办“美在新时代”系列典藏精品特展，日参观量突破 2万
人次，甚至出现观众排队长度超过 2公里的现象，成为轰
动京城的文化盛事。

每逢重大时间节点，中国美术馆总是以思想性和艺术
性高度统一的大型综合性展览鼓舞人们。“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系列展”“伟大历程 壮丽画卷——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美术作品展”“伟大征程 时代画卷——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美术作品展”等重大主题展
览，“民族大团结”“崇高的信仰”“大美劳动者”等专题展
览，紧扣时代脉搏，描绘多彩的时代画卷。

“中国美术馆不仅是美的殿堂，在观众心中，它还是美
的厅堂，像自己家的客厅一样。在这里，老年人欣赏美，
中青年研讨美，少年儿童学习美。”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
介绍，为了方便孩子们前来临摹学习，他们专门设计制作
了“爱心坐垫”，上面印有吴昌硕、齐白石、吴冠中等艺术
大家的作品元素，雅致又实用。

丰富多彩的公共教育活动，拉近了观众与艺术的距
离，引领着社会文明风尚。中国美术馆举办“为新时代人
物塑像”主题活动，为优秀党员、时代楷模、人民教师、
护士等现场塑像，引导美术工作者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
传、为时代明德；组织“大师讲大美”等讲座，邀请中外
名家，以多角度、跨学科的形式探讨美学与美育话题；以

“童绘美丽家园”等项目，关爱特殊儿童群体；开展“馆地合
作”，与各省区市文化机构一道拓宽文化惠民范围……2021
年，中国美术馆被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我们要以大爱之心、大美之艺提供高质量精神食粮，
让人民群众在美的熏陶中增强精神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吴为山说。

促进中外文明交流

这次建馆60周年推出的“美美与共——中国美术馆藏
国际艺术作品展 （第二期） ”中，70余件 （套） 国际艺术
藏品涵盖油画、版画、雕塑、摄影等门类，聚焦“现代之
路”和“意蕴丝路”主题，呈现世界多元的文化艺术面貌。

以文化人，以艺通心。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
窗口，中国美术馆持续推动中国美术与世界美术对话，增
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心灵相通。

新时代以来，中国美术馆掀开了文化艺术交流事业新
篇章。10余年来，中国美术馆举办中外美术交流展览 80余
个，新入藏101个国家和地区178位艺术家的711件作品。

2015年10月，“黑白的力量——凯绥·珂勒惠支经典作
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德国艺术家对人文情怀的诠
释，引发中国观众共鸣；2020年 12月，“不朽的传承——
中国美术馆藏法兰西艺术院院士作品选展”举办，呈现了
底蕴深厚、一脉相承的法兰西艺术。

为了更好发挥“国家文化会客厅”作用，中国美术馆
结合艺术大展，设置“中国美术馆之夜”外宾专场，推出

“伏尔加河之声”“汉字之美”“中德友谊·爱的旋律”等主
题活动，将美术与音乐、诗歌、舞蹈结合，让中国文化

“走出去”，也让世界文化“走进来”。
在引进国际优秀文化艺术的同时，中国美术馆还把中

国艺术带到世界各地。2019 年纪念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100
周年之际，中国美术馆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办“感知中
国·意在巴黎”展，以部分中国留法艺术家的经典作品，再
现了中法艺术的交融。2022 年在乌拉圭举办的“中国写
意”美术展览，用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艺术形式
诠释中国写意精神。海外观众通过欣赏美术作品，不仅领
略了古老东方的独特气韵，更看到了当代中国欣欣向荣的
蓬勃气象。

近年来，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雕塑作品立于海外，
如 《马克思》 雕塑立于马克思家乡德国特里尔、《百年丰
碑》雕塑落户法国蒙塔日市邓小平广场、《神遇——孔子与
苏格拉底的对话》雕塑立于希腊古市集等，成为中外文化
交流的见证。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美术馆在2018年
牵头成立了“丝绸之路国际美术馆联盟”和“金砖国家美
术馆联盟”。在新的框架之下，论坛、展览、采风等活动广
泛开展，为联盟成员之间深化交流互鉴提供了广阔平台。

60年弦歌不辍，60年春华秋实。中国美术馆始终为国
家积累艺术典藏，以精彩纷呈的展览服务人民，以丰富多
样的公共教育活动启迪心智，以广泛的国际艺术交流讲述
中国故事。吴为山说，中国美术馆人愿意和所有爱好美的
人一起努力，把中国美术馆打造成新时代人民群众欣赏美
术佳作、提升文化素养的国家级乃至世界级艺术殿堂。

本报电 （杨子） 由文化
和旅游部组织实施的 2023 年
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
活动日前在北京启动。“墨韵
文脉——八大山人、石涛与
20 世 纪 以 来 中 国 写 意 艺 术
展 ”“ 美 术 作 品 中 的 上 海 ”

“为什么是速写——典藏速写
艺术研究展”等 30 个展览项
目入选本年度精品展出季活
动目录。这些展览从今年5月
至11月在全国各地集中展出。

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
出季活动是由文化和旅游部
组织实施的年度项目，目的
是充分展示国家美术收藏研
究所取得的成果，促进美术
资源共享，提升美术馆专业
化水平。近年来，该活动在实
施过程中进一步明确主题、丰
富内容、严格标准、提高要求、
拓展范围，鼓励各美术机构联
合举办展览及巡展，不断扩
大活动的社会影响力。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党 组 成
员、副部长卢映川指出，要
深刻把握好推动新时代美术
馆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努
力把美术馆建设成人民欣赏
艺术佳作、提升文化素养的
艺术殿堂；要扎实提升专业
化水平，在高质量收藏、高
水平利用、高品质服务上下
功夫，全面推进美术馆高质
量发展；要加强人才队伍建
设，为新时代美术馆事业繁
荣发展做好人才储备。

詹 建 俊 的 《起 家》、 莫 朴 的 《入 党 誓
言》、全山石的 《中华儿女八女投江》 ……
日前，“历史的语言——第五届中国油画双年
展”在浙江杭州最葵园艺术中心举行。展览
由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油画学会、浙江省文
学艺术联合会主办，不仅汇聚了 42件代表性
历史画，还包括创作相关手稿和草图 （部分
复制），共 610余幅作品，为观众讲述这些历
史画背后的故事。

展览分为“洗礼”“追远”“深构”“绘
演”“肖像”五大板块。“洗礼”板块聚焦作
品对于创作者人生的洗礼与塑造意义，比如
闻立鹏的《烈士系列》，画家表示，创作该系
列也在感情上得到了净化与升华；“追远”板
块聚焦作品在不同年代、以不同方式的重绘
和积累，比如高虹、高天雄父子在不同年代
所画的同一题材作品 《转战陕北》；“深构”
板块聚焦创作的深度建构，比如总在改进中
的钟涵的《望中犹记 晚潮归处》；“绘演”板
块聚焦重大题材创作的史诗剧场效果，揭示
海量草图产生的意义，比如冯法祀的 《刘胡
兰就义》；“肖像”板块呈现重大题材绘画中
的肖像处理，比如靳尚谊的 《走出边城——
沈从文》。

“中国油画双年展”自2012年起，已经连
续举办五届。本届油画双年展首站从遵义出
发，第二站赴厦门，第三站到北京。杭州作
为展览的第四站，主题为“历史的语言”，将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部分重点历史画汇拢在一
起，聚焦这些作品的草图素材，进行历史画
的语言研究。

这些草图素材比较全面、清晰地反映了
艺术家在主题构思、资料收集、形象写生、
艺术语言选择与淬炼等方面的探索。比如展
览呈现了油画 《启航——中共一大会议》 多
幅小稿，从中可以看到作者对人物形象的塑
造、对画面构图的把握。画家何红舟透露，
在创作这件作品时，他和画家黄发祥不仅反
复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史实，了解中共一大
代表们的生平，还多次走近南湖，近距离观
察红船，结合史料去感受 1921 年那个开天辟
地的历史时刻，不断寻求符合创作主题的环
境画面。经过数易其稿，他们为画作注入了
许多别具匠心的细节，比如压顶的乌云，暗
喻当时的社会环境；远处的曙光，象征革命
的光明未来。何红舟说：“我越发体会到，如
何将个人体验与民族记忆相融合，是历史画
创作的关键。历史画不是老照片，需要体现
出纪实性、史诗性的艺术品格。”

中国文联副主席、浙江省文联主席许江
说：“我们从这样的展示中可以发现，这些创
作者所致力的不仅是一张画，而且是因这张画
而铺展开的一系列生活和生命的体验与磨
炼。在他们那里，重大题材绘画与大时代的风
云相连，与历史的命运和人性的光华相连。”

北京五四大街 1号，一座民族风格
鲜明的古典阁楼式建筑坐落于此。这是
国家造型艺术博物馆——中国美术馆。

2023年 5月 23日，中国美术馆迎来
建馆60周年。

这一天，“美在新时代——中国美术
馆建馆60周年系列展览”开幕，以近600
件馆藏经典美术佳作，回眸一甲子光辉
岁月。

这一天，《中国美术馆人话馆藏》丛
书正式出版首发，讲述了230件馆藏经典
作品背后的动人故事。

这一天，中国邮政发行 《中国美术
馆》特种邮票1套1枚。

……
1958年开始兴建，1963年毛泽东题

写“中国美术馆”馆额并正式开放。60
载光阴荏苒，中国美术馆已经发展成集
展览、收藏、研究、美育、国际交流、
艺术品修复、文创产业于一身的艺术殿
堂，见证了中国美术事业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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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 （油画） 孙滋溪

▲ 中国美术馆迎来建馆60周年 陈 曦摄

▲ 奔马图 （中国画） 徐悲鸿

▲ 塔吉克新娘 （油画） 靳尚谊

▲ 4号室内装饰（综合材料） 汤姆·韦塞尔曼（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