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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个月，转了几个城市，与书法

界的朋友把盏晤谈，突然发现，自爱的

书法家比比皆是，装嫩的书法家搔首弄

姿。哦，书法家是这个样子了，书法界

也如星光大道的舞台，好像要把什么好

事给你。

媒体上频繁出现穿长袍、披马褂的

书法“精英”，他们拱手向人们拜年，一

脸媚笑，满眼春情，一行文字有“气吞

万里如虎”的气概。他们有很多名号：

最具升值潜力的著名书法家；最年轻的

书法家；最有文化的书法家；最有背景

的书法家。诸如此类，莫名其妙。

这时候，我的习惯动作是，把报纸

放下，煮一杯咖啡，平息一下慌张的心

情。如果不是这样，眼前这些“最 !!”

的书法家，会让我晕过去。别看谈真理

的时候我可以勇往直前，面对脸皮厚的

人，我倒无地自容。小人物，就是这副

没出息的样子。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顾及舆论

的感受，可以信口雌黄了？

还是功利意识惹的祸。自从书法市

场出现，书法家对书斋清净、文雅的生

活产生了意见，对“清静无为”、“道法

自然”、“见素抱朴”、“境由心造”的

精神境界怀疑起来，觉得抱持这样的生

活向往，不被饿死才怪，严重的不合时

宜，是没本事、平庸的表现。既然我们

对浮华的日子有如此强烈的向往，寻求

市场的份额便成了一己的规定动作。有

了市场，就有了收入，有了收入，就可

以消费，有了消费，才能体现价值。如

此逻辑符合一般社会规律，深入人心，

比似是而非的口号更容易让人接受。

为了顽强实现自己的目标，书法家

终于按捺不住自己日渐膨胀的欲望，寻

找一切机会，把自己写的字卖出去。书

法市场是买方市场，把字卖出去还不是

容易的事情，于是，不惜借助生产资料

销售的经验，吆喝着，大声吆喝着，没

完没了地吆喝着，竭尽全力地吆喝着，

甚至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吆喝着，兜售自

己的书法作品。于是，震耳欲聋的广告

出现了，广告语异常夸张———最具有升

值潜力的书法，最有收藏价值的书法，

最有可能成为杰作的书法，最便宜、也

是最能卖出大价钱的书法等。

“最”字慎用。总觉得如此下去，卖

字的人让人瞧不起，就连我们这些喜欢

字的人，也会让人瞧不起。

“最”字滥用，是小商小贩的伎俩，

没文化，没品位，也不会有未来。与其

这样急切地进入市场，毋宁把卖字的工

夫放到写字上面，领会古人笔墨里的审

美暗示，参透书法的精神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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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幻莫测的亚洲寺庙、恢宏雄奇的欧洲古堡、原始质朴的非洲草
原、古今交融的美洲大地、风光旖旎的澳洲山水……当这些独具特色的
美景齐聚一堂，是一幅何等壮丽的景象？日前，由中国美术家协会等主
办的“中国美术家眼中的世界”美术作品展在北京炎黄艺术馆举行，展
出历年来参加中国美协“世界行”和“海外研修”项目的美术家创作的
"#$ 件作品，涵盖国画、油画、版画等多个美术门类，尽显五大洲 %$

个国家的异域风情。
中国文联副主席左中一说，“世界行”通过进入国外重要美术场馆

及中国文化中心举办展览，展示中国当代美术面貌和水准，增进同当地
民众的相互了解；而“海外研修”则在国家财政专项经费支持下，选拔
并资助数十位优秀的中青年美术家出国进行研究交流。这些活动展示出
中国美术家的宽大胸怀，并给中国艺术家一个机会，让他们通过展览使
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并用“中国风格”的艺术作品去反映“中国梦想”。

展览现场，一位瑞士观众面对众多用中国传统水墨表现的阿尔卑斯
风情，激动地表示，身处异国他乡，在陌生的环境中常常萌生思乡之
情，当看到这里用极具东方韵味的艺术手法描绘出熟悉的家乡风景时，
不禁感动于中国美术家们的高超艺术水准和不懈努力。
“这些作品记录着当今美术家们丰富的人生阅历、开阔的创作视野

以及重现他者境遇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使作品本身兼具审美交汇及
文化外交方面的双重属性。”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说。

当天，“中国美术世界行”学术论坛同期举办。与会者对中国美术
走出去、美术的跨文化交流等进行深入探讨。“虽然中国美术家出国办
展已较为普遍，但还不足以形成集群的强大的辐射力。因此，中国美协
开展广泛深入的美术对外交流，将有助于平衡文化逆差，展示当代中国
美术的整体面貌、主流形态和国家形象。”中国美协常务副主席吴长江
总结道，当代中国美术家应勇于“走出去”，以自主的立场和开放的胸
怀与外国艺术进行平等的交流对话，接受文化交流、交融甚至交锋，让
世界共享中国美术。

如今，到美术馆看展览已经成为
大众休闲的一种方式。当人们穿梭在
各色展览之中时，是否想过，一个美
术展是怎样诞生的？从展览策划到展
品呈现，会有哪些幕后故事？在这其
中，往往被一再提及的策展人又充当
着怎样的角色？

日前，由广东美术馆和中国美术
馆共同主办的首届“亚洲美术策展人
论坛”在广东美术馆举行。来自亚洲
各国美术馆、艺术机构及部分欧美著
名艺术博物馆的近 &' 位馆长及资深
策展人就亚洲艺术发展问题展开对
话。

美术展缺乏“亚洲意识”

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综
合实力的提升，“亚洲问题”正在超
越地域而成为全球性话题。亚洲艺术
的过去、现在、将来，亚洲美术馆人
如何探求“大国际”视野下的本土策
展意识，今后亚洲各美术馆之间的合
作，都成为焦点。

近 $' 年来，亚洲各国的当代艺
术展呈现一派蓬勃生机，尤其是“双
年展”、“三年展”，仿佛雨后春笋般
涌现出来，其数量甚至已达全球总量
的 ()$。据悉，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的 "* 个部门中，亚洲艺术部已然成
为该馆第二大部门，可见近年来亚
洲特别是中国艺术的飞速发展。

然而，繁荣的背后，亚洲艺术发
展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不少与会嘉宾
都意识到，在“全球化”意识的冲击
下，各国艺术都出现了同质化倾向。
雷同的主题、相似的艺术作品，在亚
洲各地的双年展和三年展中屡屡上
演。“从历届亚洲艺术展和各美术馆
的展览中不难发现，亚洲意识一直被
忽视。”中国美术馆研究与策划部主
任张晴说。“这些展览不但可以在中
国、日本、印度看到，而且它们的面

目与欧美是完全相同
的。可以说，缺乏亚
洲意识是亚洲艺术目
前的共同问题。”广
东美术馆馆长罗一平
也表达了自己的忧
虑。
“亚洲在哪里？”

与会人士发出了追
问。张晴分析认为，
由于“亚洲”的概念
是在近代被西方人强
行植入的，亚洲人艺
术自觉的形成需要一
个过程。“过去亚洲
的艺术家总是忙于应
对复杂的国内问题，
而对彼此之间的发展状况几乎从不关
注。随着全球化，亚洲艺术家和策展
人也开始对共同面对的问题作出思
考。”

那么，应该如何强化“亚洲意
识”呢？罗一平建议说：“对外，亚
洲美术馆应推出国际性、学术性和当
代性的品牌展览，并提出自己的艺术
理念和价值主张；对内应立足本土，
加强对区域文化的研究传承和对当下
社会的关注及艺术表现。但这些都依
托于美术馆的文化自觉和对藏品的长
期研究。”

策展人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策展人”作为一种职业，最早
起源于欧洲。+* 世纪后，私人博物
馆开始向公众开放，博物馆经常按时
代或主题组织一些专题艺术展览或陈
列，于是出现了早期的美术馆“策展
人”。在中国，“策展人”的概念一
般认为是在上世纪 ,' 年代中逐渐形
成的。但即便在上世纪 ,' 年代，中
国也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策展
人。$''' 年举办的上海双年展，应

当算作是策展人“首秀”。
张晴就是这个“吃螃蟹的

人”。“没有策展人，美术馆
就是被动的展览馆，有什么展
什么。有了策展人则完全不同
了，比如说我要请你吃饭，我
会思考是在家做点还是去饭
店。”张晴把一个好的策展人
比喻为导演，要有思想，需要
经过长期的工作历练来吸收经
验。

近十几年来，策展人这一
身份在艺术界得到很大认同，
与近年来中国艺术市场的火热

程度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是基于艺
术馆、拍卖行、画廊等诸多艺术机构
的需要。
“前十几年，美术馆大幅缩水，

有的地方仅靠出租场地维持，甚至有
的都租给卖服装的了。从几年前开
始，投资艺术的人大幅增长，艺术创
造也就有所增长，对于艺术空间的需
求就变大了。所以，现在全国各地，
不管民营的、国营的，美术馆都在增
加。”湖北美术馆副馆长冀少峰说，
这是美术馆泡沫化，是一个假象。

之所以称之为泡沫，是因为在冀
少峰这些专业策展人看来，真正的美
术馆内部系统应当是一个知识生产系
统和传播系统。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
馆亚洲艺术部策展人孙志新也表示，
西方意义上的博物馆本质上就是个教
育机构，“策展人”的职能因此应当
包括三种：收藏、策展、出版。中国
如今的策展人仍主要集中在“策展”
这一部分，对其另外两个重要功能的
拓展远远不够，“一个美术馆，并不
是简简单单把画挂在那里”。

美术展飞速发展，大学教学科目
却缺位和脱节，这让策展人素质良莠
不齐在所难免。张晴认为，应该用呵
护的心态来看待策展人的队伍建设，
给其逐渐成熟的时间和空间。张晴
说，$'+$ 年开办过策展人培训班，
课程包括艺术史方面的学术训练和资
深策展人带来的实践案例，还有政策
法规学习，可以使学员基本
不犯错，但“怎样才能把菜
烧得好吃”，还得修行
靠个人。“策展人是拥
有学术能力、协调能
力、运作能力的综合人
才，不仅仅是在做学
问，而且要能去‘打
仗’”。

三山五岳、观音罗汉、鱼翔浅底、龙袍工
艺……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的“化境———陈
家泠艺术展”写天地人三界，囊括人物、山水、
花鸟以及工艺美术，揽中华五千年精华。

虔诚祈祷、倾心写意、美丽抒情，陈家泠
坦荡胸怀，深切地拥抱世界、关爱心灵。展览
将分为人、山、花、艺四大部分，分别取名为：
万种风情、万水千山、万紫千红、万变为宗。

在他作品中，幸福像花儿一样开放，艺术
在日常生活中融化、滋养。陈家泠给北京城带
来梦想花开的海派艺术，传统出新的笔墨源流，
人物、山水、花鸟画齐放的中国画意境；陈家
泠同时又把国画渗透到传统龙袍的织造工艺
“缂丝”和明清家具、瓷器、服装等生活用品
上，笃行着“日用即道”的古训。

这次展览是陈家泠继 $''*年在北京中国美
术馆举办以花鸟画为主体的展览之后的又一大
型个展。陈家泠的画被吴冠中先生称之为“眼
前一亮，印象很深”，“都是很用心的。”相对 -

年前的展览，这次画展有两大新特点，一是作
品从花鸟画为主，走向人物、山水、花鸟画和

工艺美术全面拓展；二是展示从面向美术专业
观众，向大众普通观众拓展。

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潘
天寿被誉为 $' 世纪中国画的 % 位
大师，除齐白石外，三位都是来自
江浙上海的，堪称是海派文化艺术
的宗师。百年以来，海派文化已成
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面向世界开放
发展的国家形象和时代符号。

+./ 年前，战乱使得江浙大批
文化人汇聚上海。在上海向世界开
埠通商的大背景下，海派崛起，浙
人成为了海派的中坚骨干。海派开
放的视野影响了中国画的现代走
向。进入 $+ 世纪以来，毕业于中
国美术学院的杭州人陈家泠在传统
的承续和传统精神的新语汇、新载
体等方面提出了系统完整的新思
维，展现了堪称辉煌的 $+ 世纪海
派美术新图景。

这次陈家泠艺术大展共分 % 个

部分：第一部分是万种风情，即人物画，包括
上海月份牌美女、西藏人物、非洲中东人物等；
第二部分是万水千山，即山水画，包括作品三
山五岳、四大名胜、桂林、长江等；第三部分
是万紫千红，即花鸟画、鱼系列；第四部分是
万变为宗，取意为万变不离其宗，包括陈家泠
陶瓷、家具、缂丝、服装、织锦等作品。展览
表明，陈家泠在艺术上打通了中国画人物画、
山水画、花鸟画的界限，在三个领域都取得了
创新成就，进而把中国画的笔墨推广到诸多生
活实用器皿和生活过程中去。

“志愿者与美术馆公共文化服务”年会举行

由中国美术馆发起主办的 $'+0“志愿者与美术馆公共文化服务”年会暨
“美术馆志愿者管理”工作坊日前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这是中国美术馆界首次
举办志愿者服务与管理相关交流研讨活动。来自国家文化部艺术司、中国博物
馆协会、北京博物馆学会的有关领导，北京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美
术学院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全国约 %'家主要美术馆及部分艺术类博物馆志愿
者工作负责人，部分在京新闻媒体记者、研究生、志愿者代表等 +.'余人出席
活动。 （杨 子）

张智重、朴东圭中韩二人书画展举行

由中国书协展览部、岳麓书院、湖南常德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张智重
朴东圭中韩二人书画展”日前在湖南常德文化馆举行。本次活动共展出两位艺
术家精品佳作 *' 余幅。张智重为中国实力派书法家，多次参加全国书法展、
兰亭奖书法展、全国中青年展、中日书法交流大展等重要展览并获奖，曾被评
为 1''&年度中国书坛十大年度人物；朴东圭是韩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书画家，
于书画创作、书法史、印章史多有研究著述，为书法艺术的传播及中韩艺术交
流做出贡献。两位艺术家的作品此前分别在韩国济州岛和中国长沙岳麓书院展
出，常德为最后一站。

金伯兴书法艺术丛书出版

《金伯兴书法艺术研究》及 《字言自语———金伯兴谈艺录》丛书之一、之
二两册近日由武汉出版社出版。 《金伯兴书法艺术研究》 选编了 +,,$ 年至
$'+$年期间众多名家对金伯兴书法艺术的研究心得、评论和鉴赏文章，从不
同侧面反映了金伯兴先生的书法人生、动人情怀、艺术成就和心路历程。《字
言自语———金伯兴谈艺录》则集金伯兴数十年来为艺所思、所想、所察、所语
点滴之大成，多角度、辩证地论及了立志、做人、创作、审美、教育、批评等
书法艺术理论与修养的诸多方面，既有先贤理论的传承，亦有自己独特的见
解，内容丰富，言辞恳切，具有时代特色。 （娄晶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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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亚洲策展人论坛案例展现场

!$'+0 亚洲策展人论坛平行展

之：未来屋———室内健身能源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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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件作品讲述

“中国美术家眼中的世界”
郑寒月

陈家泠的“化境”之美
钱晓鸣

自游自在 陈家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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