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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出身的汪天行现任江西省文联党组
书记，因雅集的缘故多次见面。我也是带着
惊诧来审视这位学者型的领导，两种截然
不同的思维方式竟在一个人身上集结：绘
画上体现的是浪漫、跳跃的感性思维，而
政务管理则是严谨、周密的理性思维。他
敏捷内敛，形散却神聚，在他的风度中能
找到他绘画的语言特征，其中有云水的风
韵和山峦的风骨。

天行先生幼承家学，一直在艺术的氛围
中濡染熏陶，学养深厚，才华横溢。他身上
流淌着“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三湘血
脉，却饱受赣鄱灵毓滋养。汪天行对江西
的情感极其深切，这里记录着他的蹉跎岁
月，镂刻着他倔强的成长经历。他担任江
西省文联主要领导，以一个胸藏万壑的文
化担当，颇有见地地提出“八一起艺”的
宏伟构想，简单地说也就是以八个“一”
的巨制文化再现江西的人文底蕴和精神核
心。

值得一提的是天行先生近作长卷山水
《锦绣赣鄱》，融井冈春色、三清夏云、龙虎
秋韵、匡庐冬雪四山四景为一体，并分别赋
藏头诗辉映成趣。每首诗的首句首字连读即
为“锦绣赣鄱”画名。从这些画作中可以看
到天行先生常说的“画自心里流出，追求的
是一种既开合大气，又平淡率真的意境。”江
西省社科院副院长、著名美术评论家叶青论
及汪天行的创作，有一段精彩的解读：

“汪天行先生在山水画创作的探索中找到
自己的路径：那就是致力于对真实山水的感
悟和把握，并在山水题材和自身气质、笔墨
特点之间找到了一种契合。汪天行山水创作
没有止步于陈陈相因的所谓山水精神和文人
逸致的表达，他对山水画创作一直有着明确
的探索路径，那就是沿着艺术史的源流，一
路往上走，上追宋元山水；与此同时，他不
拒绝对时代艺术精神的吸收，以广泛的涉猎
丰富着自己对于山水的审美体验。于是，他
同时在向两个方向努力：上接宋元山水画传
统，下接当代艺术精神，并在艺术本体中努
力寻求着最大程度的融合。”

中国美术家协会原主席靳尚谊坦诚地评
价道：“汪天行的画作，在平淡率直中追求的
是一种浑厚的苍劲，空濛的山色中映衬的是
连绵群峰，给人特殊的审美感受。在近年来
的国画创作中，汪天行应是出类拔萃的一
位。他的作品中画山石的皴法，以写实为
主，极少有常人采用的程式化方法，可以说
是随景而变，随心所欲不逾矩”。在靳尚谊眼
里功力非凡的汪天行，其国画艺术继承了石
朗老人以青山绿水见长的衣钵，同时灌注了
自己独特的悟觉。当下不少山水作品浮躁软
绵。说实话，我并不崇尚山水过于锦绣，那
会使视觉形成不了冲击，使墨韵失去了灵
魂。山不霸不为山，水不柔不叫水。从天行
的画中，你可以感受到金钩铁划的气势和大
气磅礴的力量，其朴拙的韵味让你体会到厚
重和巍然。

天行之人，在凡尘间演绎着生命的精彩
传奇，让我们的精神在愉悦中享受深刻和广
博。

文联百名表演艺术家举办书画展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5周年，由
中国文联主办，中国文联演艺中心与北京翰
林苑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的“共圆中
国梦——百名表演艺术家书画展”预展日前
在中国文联展览厅举行，并将于今年9月在中
国美术馆正式展出。

本次预展汇集了王铁成、胡松华、徐沛
东、唐国强等 64位当代表演艺术领域名家的
书画作品。这些展品中，书法作品楷、行、
草、隶、篆五体具备，国画作品有传统的山
水花鸟，也有极具现代意识的彩墨作品，此
外还有古朴典雅的油画作品，形制上挂轴、
斗方、横批齐全。艺术家们笔墨运用纯熟，
风格多样，体现了他们深厚的传统功底和各
自的艺术追求。 (文 心）

由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主办的
“山脉·文脉——樊洲山水画艺术展”日前
在中国美术馆举行。此次展览展出樊洲

《高山流水》、《龙蛇舞金山》、《天音图》、
《元音》等代表性的作品，体现了画家“物
我相忘、因缘生发”的创作理念，既是
画家置身自然并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创作
历程物化，也是其多年艺术探索的集中
展现。

樊洲自幼跟随艺术名家李西岩、叶访
桥、康师尧等学习中国画并得到石鲁指
导。1992 年他隐居秦岭终南山潜心创作，
被誉为“中南画隐”，开创了“曲线交织画
法”。原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

欣淼表示：“樊洲隐居终南山 20 年，画出
了真山真水，他的作品从当代艺术和西方
艺术中汲取营养。他对古琴、太极、古诗
词均有研究，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人们能感
受到古琴和书法的韵律之美。”

近年来，樊洲以具有乐感和书法意趣
的独特个性语言进行艺术创作，提出“韵
律山水画”的观念。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
认为，樊洲在隐居期间仍然关注现代艺术
发展。他在借鉴西方当代艺术的同时，也
将中国民间艺术元素融入绘画之中，以颇
具功力的线条、现代构成的章法展现水墨
创作新思维。

作为策展人的评论家尚辉认为，樊

洲山水画作品以深厚的文化底蕴、鲜明
的个人艺术特色、极具现代感的形式语
言，为传统中国画现代转型作出了有益
的探索。

“ 人 谓 （吾） 只 能 画 虾 ， 冤
哉！”齐白石 78 岁时曾在一幅虾图
的题跋中为自己“辩护”，希望人
们对他的作品多一些认识。

北京画院美术馆日前推出“人
生若寄——齐白石的手札情思”展
览，从独特的艺术侧面讲述齐白石
从木匠到巨匠的人生传奇，以纪念
齐白石诞辰150周年。

“ 尽 了 功 夫 烧 炼 ， 方 成 一 粒
丹 砂 ”， 这 是 齐 白 石 62 岁 时 在

《一粒丹砂图》 上的题跋，是对
他几十年艺术创作艰辛与探索的
总结。本次展览以自述为线索，
以第一人称“我”来导引观众，
在老人的娓娓道来中我们可以体
味他坎坷、艰难而又丰富、精彩
的人生。

北京画院美术馆一至四层的展

厅，自述与藏品并置，题跋与诗稿
对应，书法与印章相连。齐白石一
生有 5 次出游的经历，走过祖国的
一大半河山，从展览中陈列的一本
本日记、诗稿、手札中我们可以想
见，一位50多岁的长者在“五出五
归”路途中，于驿站、舟中、邮亭
提笔舔墨，记下当时当地的所见、
所思、所想，就是这些生活琐事，
为我们呈现出一个丰满而鲜活的齐
白石形象，让我们能够从艺术家主
体的角度，更为深入地体味他笔下
的艺术人生。

展览中还有齐白石70岁之前画
的虾，与他后来的虾作有明显区
别。虾须的条数，躯干的节数，腿
的长短，墨色的干湿浓淡，线条的
粗细软硬，都大有不同。其晚年虾
作调动所有上述因素，才使得虾在

宣纸上游动起来。齐白石自己总结
“余画虾几十年始得其神”，他用自
己的实践告诉观众，艺术是一种反
复推敲、技术性很强的复杂劳动。
齐白石曾是一名木匠，手艺人的经
历使他在以后的创作中对结构、工
序追求精益求精。“艺”与“术”
对他而言并不玄奥，在一幅画蚕的
作品上他写道：“刚才别人求画
蚕 ， 画 得 不 过 瘾 ， 乘 兴 再 来 一
张。”画画于他而言是简单快乐的
劳作。

衰年变法，齐白石是艺术史上
少见的越老画得越好的艺术家。是
什么原因让老人保持源源不断的灵
感？在饱含情思的手札面前，北京
画院院长王明明回答：你对传统有
多么尊重，你对自然有多么热爱，
你就会画得多么好。

丹青着意写山水

诗赋随口咏古今
——画家汪天行小记

邓 涛

樊洲笔下的韵律山水
宣 如

樊洲笔下的韵律山水
宣 如

毕加索、雷诺阿、皮埃尔·苏拉热……法国
艺术名家携名作集体到访中国，为中法建交 50
周年呈上一份特别的厚礼。

日前，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法国博物馆联
合会共同主办的“名馆·名家·名作——纪念中
法建交五十周年特展”亮相国博，囊括了法国5
家著名博物馆的精品力作，为中国观众带来了
一道丰美的法式艺术盛宴。此次展出的画作是
法国艺术最杰出的代表作，时间跨越自文艺复
兴时期至二战后，浓缩了500年的法国艺术史。

展览的10幅精品画作分别来自卢浮宫、奥
赛博物馆、凡尔赛宫博物馆、毕加索博物馆以
及蓬皮杜中心这五大博物馆藏。其中包括让·
克鲁埃的《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像》、乔治·
德·拉·图尔的 《木匠圣约瑟》、让·奥诺雷·弗
拉戈纳尔的 《门闩》、雷诺阿的 《煎饼磨坊的
舞会》和《秋千》、亚森特·里戈的画作《63岁
时着加冕服的路易十四全身像》、毕加索的

《读 信》 和 《斗 牛 士》、 费 尔 南·莱 热 的
《三个肖像的构图》 以及皮埃尔·苏拉热的
《油画》。

其中，印象派大师雷诺阿的《煎饼磨坊的
舞会》 是奥赛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不仅

是所有西方美术史中必定要提及的名作，也是
此次展览中保险数额最高的作品。

据介绍，这 10 幅作品此前从未离开过法
国，均是首次来华展出。这10幅名作分别代表
着不同的时代，或是对法国文化来说具有标志
意义的一个流派。每件作品都承载着不同的艺
术故事，其中包括作品本身、作者自身以及作
者希冀借由作品所传递的信息。尽管展览中的
每件作品看似相对独立，但若将所有作品集合
起来堪称一部缩略的“法国艺术史”。

观众有机会与两位法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
的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和路易十四“面对
面”地亲密接触；还能从“抽象派大师”毕加
索和“现代抽象艺术派大师”皮埃尔·苏拉热
的同台对决中，感受法国在20世纪前卫运动中
的活力和先锋地位。

法国总统奥朗德在为
此 次 展 览 撰 写 的 贺 词 中
说：“今天中国与法国庆祝
两 国 建 立 外 交 关 系 50 周
年，其实几个世纪以来的
艺术交流已经在我们两国
之间建立了非常密切的特
殊关系。自然，艺术如约
而 至 地 现 身 于 庆 典 活 动
中。我们谨以最隆重的方
式在北京集中展出法国绘
画中的若干出类拔萃的精
品以体现法兰西艺术。”

谈及为何选择这些画
作来华，法方策展人塞西
尔·麦颂奈芙女士表示，希
望通过这个展览比较全面
地展示法国艺术。这 10 幅
作品主要经由３个标准来
选取：首先，所选画作能
够 代 表 法 国 绘 画 的 高 标
准，都是当世的杰作；其
次，这些画家都是世界绘
画史上最有代表性的艺术
家；最后，这些画作的主题
相对简洁易懂，表达的是人
类共通的亲情之爱、男女之
爱、友谊等，能为普通观众
所理解和产生共鸣。

本次特展还努力还原在法国原博物
馆展览的场景，国博的一个大展厅被隔
成5个区域，分别代表5个博物馆，让艺
术“身临其境”。

进入展厅，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巨大
的卢浮宫背景图，让人感觉仿佛来到了
巴黎卢浮宫。而所有的装饰、中英法３
种语言的文字说明、画作的标签也都力
求与卢浮宫相同，使人们在参观的同时
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法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会主席让-保
罗·克吕泽尔表示，主办方在布景过程中
花了很多心思，一共设置了5个展厅，努
力再现 5家博物馆独特的艺术氛围。“一
般来说，法国的博物馆建筑最初并非为
了展览而建，而是城堡、火车站、具有
代表性的当代建筑。因此，这些被改造
成博物馆的建筑具有很浓的历史和生活
信息，我们希望将法国博物馆的这一特
点也呈现给中国观众。”

为了让观众真切感受到这些“镇馆
之宝”的魅力，画作旁设置了展示牌、
说明文字和视频播放器，除了展出的画
作，还介绍了与这个流派相关的其他作
品。主办方还编撰了一份相关的目录，
让观众可以洞察从16世纪到20世纪的法
国艺术演变。此外，展览还推出了手机
APP、微信等讲解服务。“希望通过这些
媒介工作，让并不熟悉法国历史和艺术
的游客身临其境地欣赏这些画作。”让-
保罗·克吕泽尔说。

画作均为首度来华

展示法国艺术展示法国艺术

让艺术“身临其境”

煎饼磨坊的舞会 奥古斯特·雷诺阿
奥赛博物馆藏

煎饼磨坊的舞会 奥古斯特·雷诺阿
奥赛博物馆藏

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像 让·克鲁埃
卢浮宫博物馆藏

三个肖像的构图 费尔南·莱热
蓬皮杜现代艺术中心藏

斗牛士 巴勃罗·毕加索
毕加索博物馆藏

如此千里 齐白石

人生若寄
——齐白石手札的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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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名作首度来华
摆开法式艺术盛宴

赖 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