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批艺术家入驻国家画院国展美术中心

日前，“首批艺术家入驻中国国家画院国展美术中心”仪式在北京中国
国际展览中心举行。袁运甫、张道兴、于志学、刘勃舒、李宝林、张桂铭、
郭怡孮、谢志高、姜宝林、江明贤、尼玛泽仁、龚文桢、龙瑞、许钦松等
!!位艺术大家首批入驻。这些艺术家均来自中国国家画院，他们的作品代
表着中国艺术界的最高水平，具备很高的学术地位和市场潜质。 （华 一）

龙添乐书毛主席诗词书法展举行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 "!#周年，湘籍书法家龙添乐携其五体书毛主席诗词
$%首，""月 !日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书法展，《龙添乐书法作
品集》同时发行。该展览由湖南省文化厅、湖南省书法家协会、中国书协展览部
共同主办，共展出龙添乐用两年时间完成创作，以真、行、草、隶、篆五体书写的
毛主席诗词书法作品 $%幅，其中，最大的一件是 % 米高、"& 米长的草书作品
《沁园春·雪》，占满了展厅南墙。 （彭一超）

日 前 ，
“水色自然：中国美

术馆藏水彩风景作品展”
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参展作

品是从历年的馆藏水彩精品中精
挑细选出来的，共 $# 余幅，均为

!# 世纪中国艺术家不同时期的创作，
其中包括广为人知的阳太阳、古元、潘
思同、哈定等艺术大家的作品。
自 "' 世纪中叶“土山湾画馆”在上海

开办以来，水彩画在中国已有上百年的发展
史。作为重要的艺术门类，水彩画以其水色交
融，透明立体的特点，给人以美的遐想空间，一
直是中国艺术家乐于用以描绘自然的重要手段。

水彩画传入中国与“西学东渐”的历史同步。早
在明代万历、天启年间，来华传教士随行携带着宗教
画，传送了西方绘画的信息，其中就有水彩。

上海是中国早期水彩画的大本营。在 "$&(年至
"'"" 年中国水彩画的萌芽期，徐家汇“土山湾画
馆”正式向中国孤儿传授素描、水彩、油画等西洋
艺术，学徒中的徐咏青、周湘等被视为中国早期
水彩画家中的佼佼者。中国早期西画家一般都画
过水彩。最早的留学生李铁夫就兼善水彩；赴
日留学的李叔同，不仅画水彩，还撰写了《水
彩画法说略》，大概是中国最早讨论水彩画
的文章。

"'"" 年至 "'(' 年是中国水彩画的
成长期，涌现了一大批后来卓有成就
的水彩画家，作品已开始呈现出多
元发展的趋势，融汇中西，面
向生活，又体现了每个画家
独到的艺术追求，是中

国水彩发展史上的
第一个高潮。

包括

张眉孙、关广志、李剑晨、杭穉英、潘思同、张
充仁、王肇民、阳太阳这些在中国水彩史上最有影响
的画家，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在 "'('年至 "'&)年中国水彩的发展期，上述画
家都有新的成就，而从革命战争中成长的画家和陆续
从海外归来的画家又为中国水彩画注入了新的活力，
包括古元、邵宇、沈柔坚、吴冠中、萧淑芳等。"')(

年“全国水彩，速写展览”是当时创作成就的一次大
检阅。这一阶段是中国水彩画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高
潮。

"'*$ 年至现在是中国水彩画的改革繁荣期，也
是中国水彩画发展历史上的最高潮。新作者不断涌

现，创作空前活跃，中国水彩画已经摆脱了只是“小
品”和“轻音乐”的局限，极大地增强了水彩画的表
现力，扩展了水彩画的功能，丰富了水彩画的表现形
式和手法，初步形成了自己具有中国民族特色、时代
精神和个人风格的“中国水彩画”风貌。

“大师气象”显著

在本次展览中，作品年代跨越 !# 和 !" 两个世
纪，年代最早的以 !#世纪 !#年代为起点，一直延续
至今。展出的水彩画包含风景系列和风土人情系列。
观众在领略其中艺术之美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祖国各
地风貌的迷人魅力。这些水彩画中，既有表现江南水
乡的作品，也有描绘塞外风光的作品，还有歌颂

西藏风貌的作品。
古元先生的 《松花江畔》 陈列在展厅

的显著位置。这条被誉为东北人民的母亲河
在古元先生的笔下透露着几分江南水乡般灵秀
的气息。画面中，悠闲的小船在满布原始森林的
宁静河面上轻轻地荡漾，与远景中的轮船形成呼
应关系，水天一色的自然环境使松花江更显宽广与
博大。

阳太阳先生创作于 "')(年的《雨》也让人印象
深刻。阳太阳先生强调融合中西方结合绘画语言与
精神品格，他长期在这条道路上探索，这在他的水彩
画创作中有突出体现。在《雨》中，阳太阳先生一方
面以湿画法表现朦胧的雨景，另一方面运用西方古典
油画的构图和透视进行画面布局，使得作品别有一
番风味。

在《上海九曲桥》 中，哈定先生以鸟瞰的视角
表现了九曲桥的屈曲折转，通过远逝的桥身把观众
的视线再次引向远处的亭台水榭。哈定先生充分
发挥了水彩画透明的特点，同时把糨糊和水彩颜
料加以混合使用，使建筑物和湖水产生了愈到
远处愈斑驳陆离的效果，与前景中清雅明静的
湖水相呼应，使整个画面生动而充满情趣。

以水彩画的手段描绘风景，一直是中
国艺术家乐于实践的艺术方式。这种艺
术创作方式不仅为水彩画家、油画家
所广泛采用，众多中国画家、版画
家、雕塑家乃至设计师，也对其
情有独钟。而此次众多展出
作品所演绎出的“大师
气象”，无疑令人
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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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中国美术馆圆厅，隆重又简朴。由中国
书法家协会、中国石油文联主办，中国石油书法家协会、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中国石油辽宁销售公司承办的
“我的书法梦———于恩东书法展”在北京开幕。

$# 余幅近期力作，透出浓浓的书卷气，碑帖结合，
用墨大胆，雅致飘逸。于恩东说，这次展览是 %# 年书法
创作的汇报和总结，也是他“书法梦”的新起点。

走上书法之路

这次展览中的作品内容，既有中国石油文化的主题创
作，也有古典诗词，还有于恩东自己有感而作的一些小
诗。走上专业书法创作之路，于恩东说，有偶然，也有必
然，很多经历难以忘怀。

少年时，于恩东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介绍沈延毅先生书
法艺术的文章，让他萌生了要当一位书法家的想法。从最
初在父亲手上得到的行书字帖《智取威虎山》，到一位乡
贤赠与的柳公权 《玄秘塔》，开启了于恩东对书法朦胧的
认知。后来，父亲从西安带回的《西安碑林书法集》，让
他感知到书法的博大。

青年时，于恩东走出了家乡辽南，眼界宽了，视野远
了。他得到许多书法前辈的指教，特别是 "'') 年参加全
国书法创作班，获得了很多当代名家的言传身教。“当
时，黄惇先生在我旁边亲自示范，讲解行书笔法，让我懂
得了什么是书法用笔；聂成文先生评价我的书作非常静
气，并让我保持着。”于恩东说，现在看来，这正是为他
的风格把脉，并指明了学书方向。

不变的故土情

醉心翰墨，带来新的人生体验，也改变了于恩东的人
生轨迹。因为书法，于恩东于 !##(年调入北京，专职从
事石油书法工作。作为组织工作者，他策划、组织了一系
列石油书法进万家活动。同时，中国文联的“送欢乐、下基
层”和中国书协组织的中国书法进万家活动也总少不了他

挥毫的身影；几次重大灾害赈灾活动中，他也多次捐献书作。
近 "#年的无私奉献，于恩东受到了基层干部群众的热情欢

迎和广大书家的赞扬。“其实，参与这些活动，对我个人也产生了
很大影响。”于恩东说，走过祖国千山万水，更直接地感受到中国

文化的博大精深。这种博大让人更加自信，潜移默化中也会影响书
法风格。“字里行间更有激情，有一种想要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激情”。

这些年，于恩东在国内、国外走过不少地方，看过不少风景，但
他最留恋的，还是脚下的故土。“中国现在蒸蒸日上，有一种向上的
精神。书法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大地就是它的根，到了国
外那就成了浮萍。”

小道亦有大道

这次个展取名“我的书法梦”，于恩东解释道：“中国梦，书法
梦，有梦想，才有进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在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一本个人书法集，是很多书法家的梦想，我也不例外。”

从艺 %#年，书法已经成为于恩东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古人
说书法是小道，我觉得小道亦有大道。”于恩东说，西方艺术讲求点、块、
面，东方艺术是线的艺术，而书法就是线的艺术的典型代表。他认为，书
法是中国文字的传承，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

在他看来，“笔墨当随时代”不叫课题，而是必然。于恩东说，
纵观书法史，每个时代的书法，都是每个时代之风。晋韵、唐法、宋
意，经典作品都具有时代性。谁把握了当代审美理念，谁的书法才能
与时俱进。
“我觉得当代的书法，更加理性，更加追寻传统。”于恩东这几年

也常做书法大赛评委，他看到，无论是作者还是评委，都有“回归传
统”的倾向。“中国书法无论怎样具有现代感，怎样适应展厅效应创
作，都不能忘记它是传统艺术。书法已经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何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得到传承和保护，应该是当代书法创作取向之
一，也就是深挖传统，寻找书法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独有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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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圆明园画家村的艺术
家来到宋庄居住和创作；!# 年后，
宋庄举办“我们："''(+!#"%———中
国宋庄艺术家集群二十年纪念特
展”，通过微博向艺术家、诗人、建
筑师、摇滚乐手、电影人等艺术从
业者征集各自在宋庄生活、居住的
自画像，以纪念这一艺术家集群在
!#年间经历的传奇历史。

日前，第八届中国·宋庄文化艺
术节开幕。半个月时间内，画展、
儿童装置展、互动集市、音乐汇演、

艺术品拍卖、学术讲座等艺术活动
贯穿整个艺术节。

本届艺术节以“人人艺术，艺
术人人”为主题，旨在“推倒”美
术馆的院墙，通过“露天看艺术，
教你玩艺术”的形式，让一度囿于
小圈子的前卫艺术变得亲民，让艺
术放下身段、深入人心。因此，在
艺术节举办期间，各项活动都围绕
着人与艺术的关系、艺术与人的关
系、艺术与艺术的关系、艺术与公
共空间的关系、艺术与艺术区的关

系、艺术与原住民的关系等方面进
行。主办方表示，在宋庄，从事艺
术以及与艺术相关的人数不胜数，
在这里人人都有成为艺术家的可能。
今天的宋庄艺术家们，用他们的艺
术作品回答了艺术与当代人的关系，
艺术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圣品，而
是越来越日常化，就在我们身边，
融入人民群众。

艺术节的全部展览采用“平行
展览”形式，以上上国际美术馆为
出发点，以宋庄美术馆、贵点艺术空
间、中捷美术馆为连线点，表现多元、
当代、原创的作品形式，同时也突出
场馆的国际化造型，作品与建筑的公
共空间结合。同时邀请国内外知名艺
术家联合参展，突破旧有单线展览模
式，让人耳目一新。
“平行展览”如繁星一般点缀在

艺术节之中，重点强调学术性和原创
性。“雕塑和装置公共艺术展”、“路
边———概念建筑”、“艺术互动集市”、
“儿童参与艺术装置展”等现场艺术
展，兼顾到不同艺术人群的喜好；“两
岸三地展”、“国际艺术家联展”、“法
国艺术家联展”体现出艺术节的国际
化；而“宋庄艺术家工作室开放展”与
“掌中移动宋庄活动”彻底实现了“开
放办展”的理念，邀请普通观众走进
艺术家工作室，“看艺术、玩艺术、吃
艺术”。

据悉，有近 ")## 位宋庄艺术家
参与本届艺术节，成为史上参与人
数最多的一届宋庄艺术节。此前举
办的宋庄文化艺术节多采用聘请外
地策展人的制度，本届艺术节则由
宋庄本地艺术家来承担策展人一职，
让艺术节更具浓郁的“宋庄味道”。

宋庄艺术节：
让艺术“放下身段”

宣 如

“我们："''(+!#"%———中国宋庄艺术家集群二十

年纪念特展”一瞥

石虎是一位兼有功力和修养的
艺术家，他在中国画领域取得的突出
成就，源于他善于把功力与修养两者
巧妙结合，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智
慧。

!# 多年来，石虎没有改变自己
的方向，一直行走在探索和创新的
道路上。综观他的艺术创作，我认
为有下述几个特点：

首先，他把绘画看作抒情、写
意、娱人娱己的手段，自由自在、
轻松活泼地画，让观众自由自在、
轻松活泼地欣赏。他不装腔作势、
不戴假面具，直率地显示其真性情。

其次，他用意写的方法，呈现人
物、花鸟、山水，还有一些情节性的画
面。他用简而又简的笔墨、造型、色
彩，象征性地暗示或交代，点到为止。
在这些简笔后面，又隐藏着他的绘画
功力和笔墨神韵，因为这些在画面上
出现的人物和物象虽无写实的造型，
但富有神采。石虎把写意手法加以强
化，在传统写意手法中加进了狂草书

法和西方抽象画的元素，通过笔线的
运转，传达出内在的力感和韵味，创
造了自成一格的意写绘画方法。

平素对自然、对人、对客观物象
的敏锐观察和在创造过程中充分利
用偶然元素，机智地加以伸引，可以
说是石虎艺术创作的另一个特点。当
然，运用这些方法，关键在于适度，在
于掌握分寸，当机立断，才能耐人寻
味。

读石虎的画，可以发现不少似乎
是未完成。他用未完成法给观众留有
更大的想象空间，也用未完成法创建
他特有的画风。艺术家敢于和善于用
未完成法进行创造，要有眼光，要有
魄力。这又是石虎创作别具一格的地
方。

石虎重视绘画创作的技艺，即
质材、工具和手段。他深知不同绘

画材质、工具和手段不仅直接影响
绘画的形式美感，而且对作品的文
化内涵产生作用。他的画有以线为
主的简体，有以色彩为主的密体；
有大片留白的，也有满构图的……
绘画工具和手段不同，艺术效果迥
异，绘画手段的多样性，使他的艺
术创造展示出不同的多样面貌，但
它们都具有共同的意象性审美追求。

石虎在意写中享受着创造性的
喜悦，也用这种意写的画风愉悦大
众。中国画界因为有石虎这样在艺
术上标新立异的人物，而显得更富
有生气与活力。

艺术，除了满足人们多样的审
美需求外，还以其表达语言的异彩
纷呈启迪大众的思维，推进社会的
进步和文化的革新。这是石虎创新
艺术的意义所在。

意写大家石虎
邵大箴

春枝图 石虎

渐具时代精神的风貌

松花江畔 古元

上海九曲桥 哈定

北京艺术学院部分师生联展举行

“瞻霁春秋———北京艺术学院部分师生联展”日前在中国国家画院举行。
本次展览由北京云普瞻霁书画院主办，中国对外文化友好交流协会、中国国
家画院协办。本次展览参展画家 %#余人，云集了北京艺术学院教师卫天霖、
白雪石、吴冠中、罗尔纯等，以及北京艺术学院学生王建权、孙书山、刘宝
泉、杨新民、徐湛、刘少镛等的精品力作 !##余件。 （叶晓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