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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李强离开东北老家来到北京过去了 24
个春秋。24年里，他靠着一支笔、一把刀为人们的
精神世界创造着美。书画篆刻家是人类生活美的设
计师。书画用表现力分割着黑白；篆刻用想象力演
绎着方寸。而被分割、被演绎后的结果紧紧地联系
着一个来自西方关于美的定义。美就是“感官知觉
或想象力所表现出来的特征。”

其实，什么是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古今
中外很难统一。传统的说法无外乎节奏、对称与和
谐，近现代观念却注重意蕴、表现力和生命力。我
倒以为，节奏与对称、和谐与意蕴、表现力及生命
力等只是某个阶段理论强调的不同的侧重点，作为
美，这些都不可忽视。

李强在京的 24年，正处在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之
中，社会变革极为深刻，人们思维方式、生活方
式、生存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巨变使整个社会
浮燥起来，因此人们在艺术上的感官知觉必然青睐
浪漫主义美感。浪漫似乎是浮燥中的休闲，然而浮
燥留给浪漫的空间要比按部就班、中规中矩大得
多。李强清醒地抓住这个机遇，求新、求变，追求
自由，追求热烈。使自己浪漫主义情怀化为书法、
绘画和篆刻作品。我看过一些评论李强的文章，大
都认为他的线条斑驳老辣，作品宽阔大气，具有山
林之逸气、朴拙之豪气，这当然是对的，然而这些
无不表现他的浪漫情怀的丰富性。李强对篆书和篆
刻都比较敏感，造型灵动、组合自然、对比丰富，
既有高古之意，又有时代之特征。篆书在隶变过程
中，把粗细均衡的一根长线切为短线，然后用被切
的线去组合隶书。但研究李强的篆书风格之后可以
发现，他却把被切短的线重新用于篆书的组合，从
而在他笔下出现了新的篆书造型，这真够浪漫的。

我在结束这篇短文的时候，还要再次引用鲍桑
葵的一句话，他说：“最初能使未经训练的感官感到
愉快的东西，通常都不是真正美的东西……”我想
他还想说，最终能使经过训练的感官感到愉快的东
西才是真正美的东西。这似乎有点孙过庭“最初平
正”与“复归平正”的味道。李强 24 年的北京之
路，一方面努力地在训练自己的感官，提高自己的
眼力，解放自己的思想，增强自己的识别能力；另
一方面努力地去实现“复归平正”，坚持传统，敢于
创新，以向社会贡献更多更美的艺术品。

一直以来，中国的传统水墨总是
同名山大川、花鸟鱼虫等自然景致，
或是与田园风情形影不离。那么如
今，身处数字生活中的中国画家们，
将为后世留下怎样的时代足迹呢？香
港美协副主席王秋童用他的作品回答
了这个问题。

作为第十二届全国美展港澳台暨
海外华人作品邀请展优秀作品之一，
王秋童的 《太平山下的辉煌》 一经亮
相便甚是惹眼：红色楼群与黑色夜空
形成鲜明对比，使得点缀其间的黄色
灯火愈加耀眼灿烂。这件利用宣纸、
毛笔等中国画材料来表现当代都市生
活的作品，将高楼大厦与霓虹灯光交
织并呈，不得不说是对中国画创作的
一个大胆突破。

第十二届全国美展港澳台暨海外
华人作品邀请展日前在辽河美术馆展
出，269 件入选作品类型丰富，油画、版
画、中国画、水彩、雕塑和漆画等，其中
蕴含的深刻的人文关怀和中华民族浓
浓 的 血 脉 亲 情 自 不 必 过 多 言 说 。让
内地同行们感触最深的则是入展作
者 的 生 活 经 历 和 成 长 背 景 ，足 以 令

他们的作品既满是浓郁的地方特色
又具备开放的创作思路。

遍览展厅，即可感觉到新鲜的味
道渐次袭来：香港美术家们吸收西方
文化，创作手法和特色较为鲜明，有
很多作品如 《神圣使命》、《香江春
水》、《暮色中的维多利亚港》 等，表
现了回归祖国以后香港社会的和谐发
展与进步，以及香港民俗、风光等内
容，并流露出中国传统文化渗透在他
们血脉中的情感。

澳门地区涌现出很多中青年美术
家，他们的作品 《走过市集》、《繁华
背后的宁静》、《澳门假菩提树》 等，
既有对澳门市井生活的人文关怀，也
有对生态环境和历史变迁的深入思考。

台湾美术家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方面令人称赞，《寒山子题壁》、《山林
双翠》、《笼的交响曲》 等，将他们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研究、思考和
创新都能很好地体现出来，同时不乏
反映宝岛台湾美景和风土人情的佳作。

海外华人的作品题材更为广泛，
但也非常关注祖国的名山大川，《昭陵
六骏万古存》、《黄山飘雪》、《民族魅

力中国梦》 等表达了游子们的思乡之
情和根植于他们灵魂深处的血脉共鸣。

对此，第十二届全国美展港澳台
暨海外华人作品邀请展展区评委会主
任吴为山深有同感，他说，第十二届
全国美展港澳台暨海外华人作品邀请
展展区的参选作品非常丰富，也很有
特色，特色就在于港澳台及海外华人
的人生轨迹和创作环境与内地画家有
所不同，所以他们的作品饱含着自己
强烈的个性。

其实，港澳台展区自第九届全国
美展设立以来，便成为内地和香港、
澳门、台湾美术交流的重要平台。第
十二届全国美展更是新增设了海外华
人作品板块。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
美协主席刘大为表示，近5年来，随着
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内地与
香港、澳门、台湾及海外华人美术家
的相互交流更加紧密、频繁，这为办
好第十二届全国美展港澳台暨海外华
人作品邀请展创造了更加和谐、优越
的条件。

这种在交流中融会贯通的意义，
更是体现在了画家们的画笔下。

浪漫的美感
胡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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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造像

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上，从事雕刻或塑造工作的人，
都是手艺人，而非艺术家。经过漫长的积累，中国有颇
为可观的传统雕刻作品遗存，但大多是神佛偶像和装饰
构件。当外国雕塑家塑造的外国人形象随着众多的西方
事物一起登陆近代中国，很快就有一批雕塑家成长起
来。刘开渠是中国第一批现代雕塑家中的佼佼者，他虽
不是最早的一位，却是对中国现代雕塑发展影响最深、
最广的大师。当时，刘开渠和为数不多的几位中国现代
雕塑家共同肩负起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使命：
为现代中国人造像。

刘开渠为农民、工人、战士、知识分子、运动员和
政治领袖造像，为历史、现实和理想中的未来造像。这
些形象既各不相同，又有朴实、健康、坚韧的共同特
征，是永远存在于刘开渠艺术世界里的理想的、经典的

现代中国人形象，是中国雕塑界和文化界的历史财富。
刘开渠创作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是为争取胜利的

中国人民和战士立碑。农民和工人的质朴，妇女和儿童
的可爱，老人的稳重慈祥，这些人物脸上的期待、舒
缓、喜悦和幸福的表情与冲锋战士面部紧张的神色形成
了对比，让观者感受到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更深化了人
民英雄值得敬爱、值得牢记的意义。

书画兼具

改革开放初期，刘开渠担任了毛主席纪念堂雕塑小
组的顾问。从此项工作开始，他进入了长约3年的调整
期，逐渐恢复了活力。虽然体力和精力无法再回到青壮
年时期的水平，刘开渠还是在这个时期创作了一定数量
的中小型雕塑。在数年时间里，他完成了 《男青年
像》、《周恩来总理像》、《向新时代致敬》、《萧友梅
像》、《蔡元培坐像》、《梅兰芳坐像》、《科学家孙建初

像》、《文学家李劼人像》、《常德
善烈士胸像》、《庞薰琹胸像》 等
精彩作品。

和画家的绘画作品不同，目
前可见的刘开渠素描、速写画稿
表现出了不为作画而作画的特
点，画面上显示出一位雕塑家的
认知习惯和思考重点。刘开渠年
纪渐长之后，还陆续创作了一批
中国画和书法作品，笔墨间流露
出了他的诸多感慨和艺术情怀。
按照西方的技法和要求做了大半
辈子雕塑，刘开渠其实始终在追
求中国现代雕塑的民族形式，在
探索中国现代民族艺术的精神。

为中国现代雕塑“开渠”

刘开渠的人生与共和国的命
运兴衰同步，是中华民族在整个
20 世纪遭遇的苦难之缩影。刘开
渠用尽气力，不辞辛苦地为中国
现代雕塑艺术“开渠”。作为杰出
的艺术教育家，他也为现代雕塑
艺术教育事业辛勤耕耘了 60 年，
是今日中国雕塑艺术教育体系的
奠基人，今日中国雕塑艺术领域
的中坚力量几乎无不直接或间接
地受过刘开渠的教导，刘开渠创
立的教学体系有孕育中国现代雕
塑艺术之未来的功绩。

专家表示，年轻一辈可通过
此展了解中国雕塑史的发展，特

别是认知近百年来的历史，纪念中国现代雕塑事业的开
拓者，纪念他们奠定的基础，更能帮助我们清醒地认识
现状，思考未来。

在中国美术事业、中国雕塑事业、中国美术馆事业的开拓
者和奠基人、人民艺术家、美术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刘开渠
110周年诞辰之际，“开渠百年——纪念刘开渠诞辰 110周年
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

展览由国家文化部主办，精选了刘开渠最具代表性的51件
雕塑作品和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分四个单元：“为现代中国人
造像（1914－1949）”、“立民族之碑（1949－1978）”、“向新
时代致敬（1978－1993）”和“世纪回望”，呈现刘开渠的艺术
人生，突出介绍他为中国美术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

为纪念中美建交 35周年，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与美
国卡特中心共同主办的“中国美术家眼中的美国——
当代中国美术作品展”日前在炎黄艺术馆举行。一幅
幅以美国风情为主题的水墨佳作，展现出北美大陆神
奇绚丽的自然与人文景观。美国前总统、92岁的吉米·
卡特先生和夫人罗莎琳·卡特女士出席开幕式。

展览展出了 70余位中国画名家以美国为题材创作
的76件作品。甚为奇妙的是，虽然画作的主题皆为美
国的山水人文，诸如科罗拉多大峡谷、印第安少男少
女、66号公路、自由女神像等，画面的总体感觉却是
极中国、极传统、极写意的。山看起来是水墨传统里
的任何一座山，只不过名称不同，人看起来也是传统
绘画里的人，只不过高鼻深目。水墨作为绘画语言，
有极强的自洽和排他性，因此即便是题材骤变，也不
会迁延水墨本身的情致。又或者，当代的水墨画家

（即便是水墨名家） 依然摆不脱传统的窠臼，没有真正
做到“笔墨跟随时代”，因此无论古今中外，画出来都
是一个样子。

卡特总统在致辞时说，“一些美妙的画作令我十分
惊讶，让我意识到美术对推进具有不同文化的人的相互
了解是多么重要。美跨越了宗教、政治和种族，而通过对
美的共同的欣赏，这些作品把人类凝聚在一起。”

1979 年，卡特和邓小平一同开启了中美交流的新
纪元。卡特说，在卡特中心的办公室里，还保存着当
年邓小平送他的私人礼物。这次展览中，由清华美院
教授王宏建创作的卡特肖像《和平之旅》，将作为礼物
赠送给卡特中心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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