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中国美术学院、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主办，北京画
院美术馆、浙江省水彩画家协会、西泠印社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
司承办的“周刚水彩艺术展”于 !月 "#日—!月 !$日在北京画院美
术馆举办。

周刚水彩艺术展北京站展出的水彩作品有充满人文关怀，深
沉、苦涩、坚定、向上的矿工系列，试图向我们诉说一个艺术家
对当代中国工人的心的交流和艺术家的人文情怀，也是周刚水彩艺
术自身超越的一个全新角度；有表现欢快幸福生活，充满生活气息
的都市少女系列，那是他对所生活的都市以及对生命问题的全新深
思与求索；还有表现大好山河的风景，充满艺术试验精神的人文风
景系列，那是周刚作为一个人文艺术家的担当。 （周 蓉）

“童乃寿中国画展”日前在中国美术馆
举行。此次共展出童乃寿 %& 年从艺以来的
"&&多幅山水、花鸟画作品，呈现出他在不
同时期的风格和形式，从中可看出他在艺术
上的探索历程。

童乃寿创作的作品题材多样，山水花卉
书法无一不精，特别是以画黄山饮誉当代画
坛。他笔下的黄山，既不是实景的描写，也
不是前辈画家作品的翻版。他运用墨色的不
同变化，将黄山独特的气质表现得淋漓尽
致；其作品墨色氤氲淋漓，神韵浑然天成。

（宣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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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几度更新

限制艺术品出境，这并不是头一遭。
早在 $'(' 年，文化部就颁布了 《对建国以后

已故著名书画家作品限制出境的鉴定标准》，分为
三类：作品一律不准出境者、精品和各时期代表作
品不准出境者、地方性书画家作品可参考第二项名
单和标准适当限制出境。名单中，一律不准出境者
包括徐悲鸿、傅抱石、潘天寿、何香凝、董希文及王式
廓，李可染于 $'('年 $"月去世后被追补进名单。

"&&$ 年，国家文物局在此标准上，根据当时
国内近、现代著名书画家作品的存量、艺术和学术
价值以及出境等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并征求了文
物、美术界的意见，颁布了 《$'%' 年后已故著名
书画家作品限制出境鉴定标准》，$'('年的标准被
停止执行。

"&&$ 年被列入的书画家共 $%& 人，分为作品
一律不准出境、原则上不准出境和精品不准出境三
类。其中作品一律不准出境者共 $& 人，在前述 )

人外，追加了林风眠、高剑父和黄宾虹；齐白石、
张大千、丰子恺、刘海粟 （$''% 年去世） 被列入
原则上不准出境者。

"&&$年至今，随着一批著名书画家先后辞世，
为加强对这些书画家作品的保护，国家文物局在征
求文物、文化、美术界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又拟定
增补了当下这份人们热议的相关出境鉴定标准。

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认为，人们目前对现当代
的已故艺术家的作品还没有引起重视。如果这些重
要作品都被国外买走，那么百年以后，又得买回来
才能填补艺术史的断档。“因此让最好的东西留在
国内，是这个阶段必须实施的计划。”

实际操作性遭质疑

这纸鉴定标准究竟有多大的操作性，也是众人

争议的焦点。
比如说，标准中提到的“代表作”一词，指向

就颇为模糊，没有明确执行的标准，弹性尺度很
大。“代表作”怎么界定，在拍卖会上拍出高价的
名家作品就算其代表作吗？

又如“原则上不准出境”，这里的“原则上”
指的是什么？如果陈逸飞的作品原则上不准出境，
是他的侍女系列、西藏系列不准出境，还是水乡风
景系列、音乐人物系列不准出境，都需要明确的规
定。

据悉，不少国家也会对艺术珍品出境设置关卡。
例如，英国规定任何一件有 $&&年以上历史、价值在
(&&&英镑以上的艺术品出境时，必须取得政府颁发
的出境许可证。法国对于艺术品出境有诸多限制，规
定“一律不准出境”的限于具备国宝资格的艺术品，
其余珍品则以暂缓发布出境许可、减免艺术品交易
税、募集公益捐款等多项措施加以挽留。

是否过于谨慎有待商榷

限制百年前的珍贵文物出境，没有异议；但限
制近年来去世的艺术名家作品出境，是否过于谨
慎？

有观点认为，国宝级文物应该由国家来收藏，
次于国宝的艺术珍品在市场上流通并不是坏事。中
国的艺术品要想在国际市场上产生影响力，就必须
为世界所了解。没有流通，何来了解？一定的流通
有益于文化的交流。文物保护政策不能只是被动地
保守，还要具备在当今世界输出文化的意识和智
慧。

这次限制范围内的画家程十发之子程多多就
说：“对于父亲的代表作品限制出境，这在我个人
来看，纯粹的艺术品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人们都
可以欣赏，比如对于西方优秀的油画作品，我们也
希望可以收藏和拥有。”

有藏家表示，国家制定限制艺术品出境政策的
初衷，应该是防止国家重要文化财富大量流失海

外，但事实上，吴冠中、陈逸飞等名家的作品原本
大多“漂”在海外。近年来，由于国内艺术品市场
行情火爆、购买力增强，名家作品在国内卖得比国
外好，很多精品和代表作已经逐步回归。再加上许
多艺术家生前已将最重要的作品成体系地捐给了国
家收藏机构，可以说“主力”已扎根国内，其他
“虾兵蟹将”在境内外正常流动，应该不存在国宝
流失的问题。活水好养鱼。艺术品的魅力在自发的
流通中才能更好地体现。

限制名家作品出境
能否保护文化遗产？

赖 睿

近日，国家文物局颁布了《!"#"年后已故著名书画家作品限制出境鉴

定标准（第二批）》，明确规定吴冠中作品一律不准出境，关山月、陈逸飞作

品原则上不准出境，启功、张仃、程十发等 $%人代表作品不准出境。

此规定一出，立即引起多方关注和热议。这一标准是否会影响作品的市

场走势？能否真正起到保护中国文化遗产的作用？而规定中的措辞，如“原

则上”、“代表作”，却有些指向模糊。

附：

《1949年后已故著名书画家
作品限制出境鉴定标准(第二批)》

一、作品一律不准出境者（$人）
吴冠中

二、作品原则上不准出境者（"人）
关山月 陈逸飞

三、代表作不准出境者（"$人）
于希宁 王朝闻 白雪石 亚 明

刘旦宅 刘炳森 许麟庐 启 功

张 仃 宗其香 郑乃珖 彦 涵

娄师白 黄苗子 萧淑芳 崔子范

程十发 蔡若虹 黎雄才 潘絜兹

魏紫熙

于希宁先生是 "&世纪中国美术的见证人，他经历了这个时
代的文化之路和变革思潮。"&世纪 !&年代，他求学于上海新华
艺专国画系，在西学东渐的潮流里却有幸得到黄宾虹、潘天寿、
俞剑华等传统派大师的直接教导，走上了传统文人画诗、书、
画、印与史论研究全面修行的艺途。

新中国成立之后，于先生在新的文艺方针指引下，进一步全
面研究中国文化艺术传统的同时，走向了花鸟画推陈出新的前
沿，形成了既具有文思，又为大众喜爱的清新、明丽、秀雅爽劲
的新风，被画坛寄予厚望。

新时期以来，于先生以“劲松寒梅之居”为堂号，以“才德
勤修养，三魂共一心”为座右铭，谋求国魂、画魂、人魂的统
一，以老骥伏枥的奋进精神，展开了以画梅为中心的花鸟画新
篇，不断创造新的艺术语汇，以苍拙老笔写新花、新意、新情，
以壮美豪情写境、写心、写魂，晚年，返老还童般地步入无法而
法的化境，成为 "&世纪半工半简语体（即小写意） 花鸟画再创
辉煌的杰出代表。

于先生花鸟画的成就受到史论界的高度关注。王朝闻先生于
$''' 年为之题辞称：“于兄愈老，艺境愈新。铁干娇花并陈，
庄重活泼共举，热爱民族文化之读者，定将引发海内外知己之自
豪感。”同年，孙美兰撰文说：“于希宁先生的花卉艺术，与中
华人民共和国 *& 年同步发展，其深广造诣，聚光于世纪之交，
无疑具有东方文艺复兴又一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我同意美术评论家们对他的具有艺术史意义的评价。在于先
生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中，再次欣赏他的大作，仍然会给我们百
看乐赏、回味无尽的审美愉悦，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老一辈艺术家
的成就对于中华文明承前启后的历史性贡献。

于希宁先生不仅以半工半简花卉名于画坛，同时也精于书
法、篆刻、诗文和美术史论研究。同时，他也是诲人不倦的美术
教育家和优秀的美术活动家。

于希宁先生铭刻在我们心里，铭刻在中国美术史册上。先生
之艺，如其春华秋实永留青史，先生之风，如其青松红梅泽被神
州。他不仅属于山东，也属于中国，属于审美的世界。

于希宁先生 &!"!'—$()*+ 是中国著名花

鸟画大师、美术教育家和美术史论家。,)%-年适

逢先生百年诞辰，由文化部与山东省人民政府主

办的“三魂一心———于希宁诞辰一百周年艺术展”

在北京举办，同时出版《百年希宁》大型画册。

三魂一心
刘大为

当今书法创作非常活跃，但书法作品的艺术水

准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书法界对书法的理论认识还

比较含混。我认为，《易经·系辞》提出的“立象以尽

意”客观上应是中国书法遵循的根本原则。

“象”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由此衍生出物象、

卦象、意象、大象等名词。阴阳二气，相摩相荡，有而

未形之时的混沌之“象”，谓之“大象”。

汉字具有非常精密、细腻的结构感，本身已经在

“立象”，书法在此基础上作出了更大的拓展。书法无

限拓宽单字结体的变化，而且字和字之间不是一种

简单的排比，而是穿插错落，艺术化地组合成为不可

分割的浑然一体的“象”。这种书法之“象”更接近

“道”的混沌。运控毛笔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用柔”思

想。相对于“用刚”而言，“用柔”手段更为含蓄、复杂、

细腻，更难以把握。“惟笔软则奇怪生焉”，毛笔的柔

软特性使书法的线条如云烟变幻，有一种弥散着的

特殊张力，这非常契合于“道”。

这样，文字之“象”乃升华为书法之“象”。书法的

“立象”也就是一种“造型”，是一种视觉性的艺术，通

过视而可见的形象化的东西寄托创作者的审美追

求，唤起欣赏者的审美愉悦。

“象”的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有点类似于概

念的内涵与外延。所以，为了“尽意”，涵盖无限之

“意”，“象”的形式必须平易简约。如果过于具体、繁

复，就会僵化；然而，“大象无形”的追求又显得过于虚无

空疏。权衡折衷之下，书法的形式构成与表现内容之间

的匹配是最恰当、最理想的。书法主要是黑白二色，以点

线组合实现空间分割，与其他艺术相比，其形式至为洗

练简约。这种抽象、简练的形式构成，既有具体的指向

性，又有一定的模糊性，如此形成含蓄美感和多义效果，

造成自由联想的阔大空间，力求以有形的有限表现无

形的无限，如此方能“尽意”。

书法家必须把“象”立起来，才能表“意”。“象”有基

本的技巧法则，必须从书法史上认真借鉴，熟能生巧，有

所创立。如果不掌握书法的表达技巧，即使文化领域的

专家名人的毛笔字迹，也不可能“尽意”，算不上“书法”。

“尽意”的第一个环节，是创作者把自己的文化憧

憬灌注到作品中。书法的“意”不仅记录了创作者的即

时情绪，也呈现深层次的悠远情怀。这是一种高级情

怀，是文化情怀，更多地表现为文人情怀。书法家重视

文化养成，才有可抒发之“意”。为此，我们应该倡导毛

笔书写者有高层次的文化追求，同时明确文人在书法

家群体中当之无愧的主体地位，要求他们在书法发展

中肩负起责无旁贷的文化担当。“尽意”的最后一个环

节，是“意”被很好地理解和接受，这就需要欣赏者内

心有呼应的基础。书法的艺术语言有很强的模糊性，

鉴赏者需要提高文化素养，形成与其构成共鸣呼应的

“前理解”机制。

书法：立象以尽意
何学森

紫英 于希宁

童乃寿在京举办中国画展

朝日黄山图 童乃寿

日前，“张公者诗书画印展”在北京画院美
术馆举行。此次展览为张公者首次在京个人作品展，

共展出书画篆刻精品力作 *&余件。
张公者是诗、书、画、印皆具个人强烈风貌的当代艺术

家与学者。其诗格律精谨、意蕴别出，或作五七言绝句、意境
深邃，或作长风歌行、古意盎然；其篆书出入秦汉之间、古朴厚
重中兼有婉转婀娜之韵致，其行草书从篆书、章草中化出，自
抒胸臆、灵动而潇洒且不乏文人意趣，其楷书心仪魏晋盛唐，骨
气洞达、一派正大气象；其印宗法秦汉、书印互证，大刀阔斧处
不乏细腻委婉、匠心独运中亦不乏正大气象，为当代印风
代表人物之一；其画偏事水墨晕染，追求简静、空

灵、通透的审美意味。 （晓 言）

张公者诗书画印作品展出

周刚水彩艺术展来京

狮子林
吴冠中

黄河颂
陈逸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