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场旨在研讨“发展与坚守”的全国性油画
展日前在大都美术馆内举行。本次展览共展出
!"#余幅优秀作品，是中国油画学会从全国 $###

余幅作品中评选出来的。参观者通过这些作品可
以看出，在迅速现代化和经济化的当下，艺术家
们对于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望。

这次展览的主题定为“绘画的品格”。中国
油画学会主席许江如此解释说：“品”指向众口
的判定及高下不同，“格”指向持续的匡正与穷
究及其落定。由此可见，“品”求其高下与不
同，“格”意在追寻与坚守。

以“绘画的品格”为主题来举办全国性的油画
展，在中国油画学会已是第二回了。%##&年的“精
神与品格———中国当代写实油画研究展”就曾得
到积极的反响。这次重提“绘画的品格”，就是全
面考虑了中国现时期油画面临的发展方向。

在数字媒体迅疾发展的今天，人们大都在焦
虑：日常图像的获取只在指尖的点击之间，那么
绘画何为？在许江看来，如此的轻巧带来诸多表

象，而世界图像化的弊端也正在其中。他认为'

绘画的指掌强调手与心应、心手合一，那指掌触
到的虽也是笔彩媒介，但其同在共存的、直观渐
进的、亲尝亲历的、可触可摸的过程却是数字媒
介所无的。因此，绘画在今天通过人类的指掌维
系的不仅是一种技艺，更是一种“天地与我并
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渐进可触的感受力，
也是“品格”得以落脚的真实而富有批判力的
精神载体。

综观整个展览，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殷双喜有
一个强烈的意识：“我们应该在‘读图’时代更加关
注‘看画’，回到视觉的观看。不仅我们的油画需要
提升自身的品格，观众也可以从油画的观看中学
习‘看画’，从而提升自己的文化品格。”
“重提品格，就有一种强调回归的意味在里

面。”许江说，“绘画当回家，回到凝视的家园，
消除身体的震惊，消除浅表化的需求，将闲散和
消遣的人心唤回，安顿在一米视距的仪式和思想
中来，向着那伟大的精神境界守望。”马厩 谌北新

艺术部落2014年1月17日 星期五

责编：赖 睿 邮箱：lairuismile@126.com

国
家
艺
术
基
金

!

艺
术
成
长
新
推
力

赖

睿

日前，由文化部、财政部设立的国家艺术基金正

式成立。据悉，国家艺术基金打破体制、系统、行业

的局限，让国有、民营、单位、个人均可申报。这对

于许多生存状况举步维艰的艺术门类来说，无疑是一

大喜讯。

雕塑《马三立》 （局部） 吴为山

苏绣

大多数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中，情感冲动往往要比理性思考
来得重要，不发乎情无以形于画；但忻东旺却属于另类，他的
创作过程往往是审慎的思考带动着深邃的情感，让手中逐渐显
现的画面在成熟的技法之上还蕴含了更多精神性的层面。可以
说，东旺称得上是画家中的思想家。

体现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的思索总是和艺术家个人成长的社
会环境息息相关。作为“&# 后”的一员，成长于一个比较传
统的社会环境里，长期以来面临着保守与开放、传统与时尚、
稳重与张扬等双重环境的转换。因此，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内
心通常都会处于一种微妙的纠结状态。东旺也是如此。在纠结
的同时，他把敏锐的视角延展到画作当中，在他的笔下，每一
个笔触似乎都在表现着模特起伏的情绪，每一处色彩似乎都刻
画着模特鲜明的性格，每一个构图都是生活中真实和鲜活的一
角。他真正深入到被描绘者的内心世界，从而也直指观者的内
心，让人直面生活和艺术的真实。

自幼年起便有志于绘画，到知天命之年便有如此的人文关
怀和理论深度，这种艺术上的高度与东旺自身的奋斗经历和强
烈的艺术感受力有着莫大的关系。儿时村里长辈的赏识，少时
启蒙老师的教导与父亲的支持，成人后遇到的各位恩师与知
音，让他的艺术之路一步一个脚印，走得分外扎实。有人可能
会说他是一个幸运儿，但这份幸运与他自身的努力与坚持绝对
是分不开的。

身为油画家，忻东旺也从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和理论中汲取

了充足的养分，比如他的很多灵感来自汉代陶俑，汉代陶俑兼
备中国传统人物画的线性造型与西方人物画的立体造型的双重
特征，东旺在创作过程中用油画的形式将其特性重新加以塑
造。再比如，东旺在打稿勾画人物轮廓时，总是以手中的油画
笔替代毛笔、以油画颜料中的熟褐或黑色代替中国画的墨色，
以浓淡干湿兼备的线条勾画出模特的整体轮廓，一蹴而就；再
以冷暖、明度等不尽相同的色块层层覆盖，在中式线条的虚实
之间，实现了西画追求的真实感。中画所追求的文化心理空间
和审美空间，在西画所看重的生理视觉的自然模仿的基础上得
以实现，东旺用自己的扎实的技艺、独特的思想自由地游走在
中画与西画之间。

忻东旺在几十年的艺术创作中，所描绘的主体多是社会底
层人物。在上世纪 (#年代，东旺率先在城市里画农民工，多
年来，底层人物众生相在他的笔下跃然纸上。在总结自己艺术
创作的基本原则时，忻东旺曾说：“我遵循的绘画原则是：要
感到而不是看到，要表现而不是塑造，要以情代理，而不是有
理无情。我努力追求博大的气度，而又专情于最细微的刻画，
而这一切都不仅仅是视觉中的存在，一定是心灵中的感悟。”
正因为他是如此地注重与刻画主体心灵上的沟通，在他几十年
的创作中，尽管其艺术创作的主体始终是社会底层人物这个群
体，但他真诚地与每一位模特进行心灵的沟通，他的艺术创作
才没有落入程式化、脸谱化的窠臼。

忻东旺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中建立起独一无二的坐标，在现
实的社会生活中寻找柏拉图式的正义，直面那些不可回避的问
题，在结构比例、线条明暗、冷暖色彩之外，还执著追求着意
象、情趣等非“虚妄之相”的东西。几十年如一日，由此建立
起独特的忻东旺式的美学乃至哲学思考。他的作品可以放到写
实艺术里边，也可以放到现实艺术里边，因为同时具备了两方
面的特征。现实主义不仅在于细节描绘的真实精确，画面经营
的详略得当，笔墨技法的准确纯熟，更在于悲悯的情怀，立意
的高远，在于对现实境况的深刻了解和把握。“愤怒出诗人”，
那么同样的，关注现实，投身时代的洪流，而非“躲进小楼成
一统”，才是当代现实主义画家应有的人文情怀和精神境界。
“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疾苦声”。忻东旺就是抱着这

样的态度，将他的生活与艺术创作融合为一体，时时刻刻观察
着、探索着、追求着，在理想与现实之路上不断地寻找真实，
在试图探寻自我心灵的同时，也希望通过艺术创作可以净化人
们的心灵，美化世间的灵魂。

寻真———
在艺术与生活之间

王 艺

雪域远去 忻东旺

文化部部长、国家艺术基金理事会理事长蔡武介绍，
国家艺术基金定性为公益性基金，资助范围包括艺术创作
生产、宣传推广、征集收藏、人才培养四个方面。基金要
打破体制、系统、行业局限，保持开放性和广泛性，国
有、民营、单位、个人均可申报。

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主任韩子勇表示，艺术基金的
来源，主要是中央财政拨款，此外也接受个人和组织的合
法捐赠。

原文化部艺术司巡视员姚欣认为，成立国家艺术基金
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打破了原有的“分级管理、分灶
吃饭”的文化资金投入模式，体现了政府从办文化向管文
化的转变。财政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余蔚平也表示，传
统管理模式以财政直接资助和政府部门管理文化经费为基
本特点，存在着文化投入分散、缺位和越位并存，资金管
理链条长、使用效益不高等问题。国家艺术基金的成立有
利于实现管办分离，突破条块分割、部门管理等传统文化
体制的弊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开放式的公益性基金
!

“基金制不新鲜，国外有，国内也有很多行
之有效的同类基金，但是在艺术领域引入基金管
理，确实是一个新生事物。”韩子勇说。

国家艺术基金运作组织结构为：理事会是基
金的决策机构，负责基金的顶层决策；管理中心
具体负责基金的组织实施，是一个执行部门；最
核心权力，比如评审、监督、验收结项的权力，
交给专家委员会。
“国家社科基金的专家人数达到 ! 万多名，

我们将来也会建立一个管用、够用、实用的专家
库。”韩子勇说。专家委员会对申报项目可行性、
艺术价值、社会价值及经费预算等方面进行评
审，提出是否立项及资助金额的建议。初评时可
能会采取借鉴其他同类基金地域回避和单位回避
的原则，并双向匿名评审。通过评审项目提交基
金理事会审定后公示。公示期满，通知申报主
体。获资助者需与基金管理中心签订项目资助协
议书。

那么，专家委员会谁来监督呢？韩子勇说，
专家委员会的构成包括艺术专家、财务专家和监
督管理专家，还有管理中心对专家委员会的监
督，以及理事会对管理中心进行监督。通过信息
发布机制，社会对管理中心进行监督，同时还要
接受上级主管部门文化部、财政部的监督，包括
审计部门的审计。

基金制的管理模式
"

#

中国铁路文工团团长、作曲家孟卫东提出，国家艺术基金不要办成奖金的性
质。“如果某个院团某个人提出一个什么项目，经过委员会讨论，这个项目真
好，应该资助它办好。这个时候资金就跟上来启动，那就真正是给力了。”对此，
韩子勇表示，国家艺术基金主要支持初始创作阶段的项目，对有些创作特别好的
项目可以从下一步宣传推广资助。

那么，如果资助项目不成功怎么办？韩子勇认为，艺术创作存在很多不确定
因素。“我们还要倡导包容，能够包容这种失误。”

而在未来，国家艺术基金还面临着多重挑战。如何做大基金规模？如何搞好
运营，包括健全机制与保证效率？如何保证资助的广泛性和有效性？这都是国家
艺术基金需要处理好的问题。

支持初始创作阶段

日前，“国美之路·雕塑中

国———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 )$ 年”

系列活动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举

行。

时间回溯到 !(%# 年，当时国立

北平美术生篆刻学校成立，蔡元培

先生提出增设雕塑专科，未能实现；

!(%* 年，刘海粟在上海美术专科学

院设立雕塑科，因为没人知道何为

雕塑，故无人报名；直到 !(%) 年，

国立艺术院设立了国画、西画、雕

塑、图案四系，才有了中国现代雕

塑艺术的实体，至今系名未改。

鲁迅先生得知雕塑系成立的消

息后说，中国塑菩萨的时代已经过

去，现在开始塑人。

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建系 )$ 年

来人才辈出，首任系主任李金发是中

国第一位现代主义诗人、雕塑家、艺

术教育家，当时的助教刘开渠是一代

雕塑大师，中国现代雕塑事业奠基

人，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人民英雄纪

念碑上的主体浮雕。

正如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所

说，现代意义上的雕塑艺术及其教育

在中国未满百年，回溯美院雕塑系

)$ 年的历史，仿佛追寻一条与一国

之艺相关的艺术学科史的生存道路，

仿佛检索一份中国雕塑创作和教育的

出生与成长档案。道路坎坷而漫长，

档案纠结而斑驳，但总能在追寻中感

受到一代代创建者的使命胸怀，在检

索中辨明雕塑中国的成长与播扬的精

神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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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上陈汉的雕塑作品《被凝固的记忆》

新华社发 李 忠摄

油画漫说“绘画的品格”
文 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