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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中国国家画院、中央美术学
院、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共同
主办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刘勃舒八十
艺术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此次展览
是画家从艺60余年艺术生涯的全面回顾。

画展共展出刘勃舒历年创作的艺术作品
50 余幅，从素描到写意水墨，从重大历史题
材的人物绘画到潇洒自由的奔马及孤傲随性
的雄鸡等，全面展示了画家的艺术成就。

在本次展览的作品中，刘勃舒 1955 年创
作的 《套马》格外引人注意。这张作品曾经入
选当年在波兰华沙举办的第五届“世界青年与
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国际美术竞赛”。作为国
内参与这次活动最年轻的艺术家，19岁的刘勃
舒初次亮相就为其艺术赢得了巨大的成功。

此后，刘勃舒又创作了 《大青山上的骑
兵》（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下乡图》、《亲密
战友》（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朱德与白求
恩》、《人欢畜旺年丰》（中国美术馆藏） 等等
反映重大历史题材和生产建设的绘画作品。

刘勃舒是中国当代著名艺术家。他 13 岁
以书信结缘徐悲鸿，成就一段艺林佳话。作
为徐悲鸿关门弟子，得大师真传又独树一
帜，以书法用笔入画，笔下的动物也个性卓
然。其多件作品入选国内、国际美术展览，
并被国内外美术馆、博物馆、纪念馆、陈列
馆等收藏，2012 年获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颁发的第十届造型艺术成就奖。

刘勃舒艺术成就斐然，在工作岗位上，
更是不遗余力挖掘艺术人才、推动中国画的
创新与对外交流，为中国画的传承做出贡
献。从学院到社会，从教学到创作，从个体
到组织，从写实到写意，从严谨到自在，从
自在到坚守，刘勃舒艺术人生所演绎的春夏
秋冬，成为不同历史阶段艺术家勇担社会责
任的真实写照。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此次展览的题
目正是刘勃舒 60 余年绘画精神的写照，而刘
勃舒笔下的艺术世界也将通过此次展览为更
多的观众所熟知。

“墨道·不空”范舟书法
作品展日前在北京举行。这
是范舟的首次个人书法展，
集中展示了他近年来精心创
作的 170 余幅作品，以草书
的形式，将中国传统文化经
典和自己的思想感悟落墨纸
上。

5年前弃商从艺，开始专
门 从 事 书 法 创 作 。 范 舟 坚
信 ， 有 文 化 情 怀 和 文 艺 思
想，才能创作出打动人的作
品。

范舟，字木走，号敕勒
川人。书法家、收藏家、访
问学者。自幼酷爱音乐、文
学和书法，早年尤以硬笔为
最。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毕业后，潜心临摹怀素、二
王、孙过庭、张旭等书家碑
帖，研读古代各家书论。

谈到偏爱草书，范舟认
为跟他 40 多年丰富的人生阅
历有关。从内蒙古草原牧民
家庭走出，求学、经世、经
商，起起伏伏的人生练就了
他 一 颗 不 屈 的 心 。 范 舟 认
为，人生的束缚太多，他渴
望更多的挣脱和释放。而草
书则是对线条、墨色、笔法
的一种高度的逻辑化、审美
化的解放。“性格使然，不喜

欢太多限制自己的因素。”此
外，草书也是范舟眼中难度
大、有威严的字体。“草书就
像 是 人 群 中 的 老 者 ， 有 内
涵，有威严；既飘逸，又持
重。”

从思想与文化情怀出发
进行书法创作，是范舟书法
作品的重要特点。范舟在艺
术创作和人生经历中，善于
思考、研究和总结。他总结
出“书法六性”：水性、墨
性、纸性、笔性、心性、场
性；还有“范舟人生九悟”：
经启智慧，香养心灵，乐理
愁 丝 ， 茶 为 人 友 ， 书 清 门
第，文抒己怀，佛度轮回，
道示无为，禅引归途。

在 圈 里 ， 范 舟 被 称 为
“新文人草书”的代表人物。
对此，范舟认为，书者首先
要是个文人。“不研究中国文
学 、 哲 学 、 诗 歌 ， 没 有 情
怀，哪能写出好作品？”他
说，他现在每天的时间，一
半读书，一半练习书法。

范舟把自己的工作室命
名为“修心堂”。因为在他看
来，书法的创作最根本的是
内在修心。“草书就是心太
极。”

在范舟看来，书法创作

须有 3 个过程：首先要“师
古”，中国千百年传下来的灿
烂文化和书法经典，需要研
究 和 深 专 ； 其 次 要 “ 师 自
然”，回归自然，在山水之间
领悟人生，融入创作；最后
要“师我心”，就是要练就属
于自己的心法。范舟认为，
书法创作最终要达到“他神
入我神”的地步。“我正在这
条路上努力，希望自己能达
到这样的境界。”

从自小喜爱书法，到专
门从事书法创作，范舟说，
书法带给他最多的是乐趣，
是物我两忘的投入带来的喜
悦。对于未来，除了创作，
范舟还有更宏大的规划。他
想 系 统 梳 理 中 国 草 书 的 历
史，并通过窗口式的教学，
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传
播给更多人。

好作品要深入人民

年逾九旬的老艺术家侯一民结合老一
代艺术家创作生涯，说道：“习近平同志
提出‘举精神之旗，树精神支柱，建精神
家园’。精神支柱的核心就是爱祖国、爱
人民，由衷地爱，这种精神如果不传给后
代，我们这代人就白白奋斗了。我们认
为，美术家应以民族文化为根本，以为人
民服务为根本，美术家有塑造灵魂的任
务，是灵魂的工程师。”

艺术家常沙娜深有感慨：“文艺最根
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
扎根生活。”艺术家韩美林曾对当前文艺
界的导向偏移、文艺工作者的道德和涵养
缺失，以及一些不合时宜的建筑等问题进
行过批评，他说：“我们美术家必须深入
生活，这是美术创作的唯一出路，我们应
同人民在一起、与传统共命运，这样美术
家就会有一辈子也创作不完的题材和形
式。”美术史论家刘曦林形象地比喻道，

“文艺创作应扎根在人民当中，不扎根就
没有根，根不深叶不茂，花就不好。”

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吴

长江说，贯彻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最终
应该通过鲜活生动的作品说话。美术家必
须志存高远，以社会效益为先，跟上时代
发展，把握人民需求。他建议，艺术家们
要积极主动地从生活、人民那里发现美、
创造美，融汇真情感，传递正能量；扎扎
实实通过手中的画笔描绘美丽中国，塑造
人民形象，筑起艺术高峰。

整治美术生态乱象

“学习贯彻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不仅
要在学习领会上下工夫，解决思想认识问
题，而且要紧密联系实际，着力解决实践
问题，找到行之有效的办法。”中国文联
副主席左中一表示。中国美协分党组副书
记、秘书长徐里说：“这就要求我们美术
家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
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创作出更多具有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又体现时
代精神的作品。”中国油画院院长杨飞云
说：“总书记的讲话反映出他很强的忧患
意识和对文艺核心价值的深刻理解，我们
的文艺单位应真正推动正能量的弘扬，给
出政策、拿出措施，才能真正推动当下社
会文艺事业发展。”

艺术家詹建俊认为，文艺乱象需要治
理。“目前，我国的文艺工作出现了许多
乱象，在目标、要求、方向方面是混乱
的，很多不好的作品得到宣扬，反而比很
多我们认为优秀的作品更受重视。”

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卢禹舜表示，习

总书记讲话中提到当前文艺创作当中的迷
失方向、量大于质等问题，切中时弊。这
与画家忽视绘画作品的社会功能、把绘画
仅仅看做是一种个体性的创作行为有很大
关系。《美术》杂志执行主编尚辉说：“就
美术界而言，我们强调艺术观念的多元和
多样，却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主流价值观
的确立，致使艺术生态繁乱杂芜。”

结合自己的创作和教学，天津美术学
院副教授于小冬呼吁：“今天，很多青年
学生做得很不够，他们大都欠缺对生活的
真实体验，缺乏对生活的深入思考。因
此，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今天的文艺方
针、教育方式，可能在很多方面需要进一
步调整。”

建立有效的美术批评机制

针对当前中国当代文艺中的格调问
题，美术史论家邵大箴提出应采取积极措
施，杜绝低俗的东西，不应给他们以平
台。而关于创作的“高原”和“高峰”，
邵大箴说：“一方面，高峰不是很容易出
现。在‘文革’中，中国人民经历了身心
的创伤，艺术家要逐渐创造出高峰的作
品，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达到的；另一方
面，市场经济虽然促进了当前艺术繁荣，
但是要考虑推进艺术市场的同时，如何使
艺术创作按照社会主义价值观来进行。”

“我们今天的文艺要继承发扬优良传
统，既要反映伟大时代面貌、引领风气，还
要通过道德情操的刻画来塑造人的灵魂。
批评家也应该做到这一点。我们有的批评
往往就形式谈形式，应该把内容和形式结
合起来评判，传播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
念。”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主任薛永年表
示。

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张晓凌则强调批
评的重要性。“今天，批评的声音和力度在
不断弱化，我们美术理论家愧对理论前辈，
但是不能放弃批评，因为批评不仅担负着
反思责任，而且承担将中国艺术推向世界
的职责。西方艺术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
义能取得如此成功，并不仅仅因为他们的
艺术家有多伟大，还因为批评家做了重要
推手。希望多给批评家发声的平台和机
会。”

正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第三届造型
艺术新人展”共展出 260件从全国评选出
的青年美术家优秀作品，全面呈现了当代
青年美术家的创作面貌和实力。本次展览
主题为“新思维、新空间”，旨在鼓励用
新的思维、新的视角、新的创意，使作品
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出新、创新。

造型艺术新人展作为发掘和推出新人
的艺术展示平台，由中国文联、中国美协
主办， 在2008年和2012年曾成功举办了

两届。“第三届造型
艺术新人展”从报
名参展的 5000 余件
作品中，评选出 35
件获奖作品和224件
入围参展作品，其
中 新 人 优 秀 作 品 5
件 、 新 人 佳 作 10
件、新人佳作提名
作品 20 件。马文甲
的雕塑 《精魄》、马杰的中国画 《基石》、
张军的油画 《微信——下午茶》、陈国的
漆画 《默默进化》、梁业健的版画 《逸境
NO·2、3、4、5》获得优秀作品奖。

入围造型新人展的作者来自社会的各
个领域，既有美术专业的教师和在校学
生，又有职业画家；参展作品题材丰富，
且涵盖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
漆画、设计等多种艺术形式，作品充溢着
青年艺术家们的艺术才情、艺术个性、艺
术诉求、艺术梦想，也凝聚成当代中国青
年美术发展图景的缩影。

青年作者们的绘画作品表现出田园风
景、都市小景、山寺晴岚、涂鸦趣味、巴
扎市集等当代中国生活的多元化面貌，视
角更深地触及农民、工人和基层建设者的
生活与情感；雕塑和装置作品一方面在现
成品的选用、编织技术方面有更大拓展；

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向传统中国文化中寻找
当代可以发展的元素和语汇。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副
秘书长、中国雕塑院青年雕塑家创作中心
雕塑家马文甲表示，我们深知自己仅仅触
碰到艺术的皮毛，而“新人”则将不是我
们永远的代号。艺术的生命力并不是爆发
力的呈现，深厚的学养和精神的历练才会
真正成就伟大的艺术。

众多美术评论家认为，作为当代造型
艺术的一项重要品牌活动，造型艺术新人
展经过前两届的打造，品牌效应已经凸显
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推出了一大批
优秀的朝气蓬勃的青年艺术家。展览作品
个性鲜明，在造型形式、风格语言和技艺
方面推陈出新，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独辟
蹊径，大胆突破，具有很强的人文思想内
涵和较完美的艺术表现力。

扎根生活 为人民抒写
智 军

“72年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谈了艺术在革命战争年代为谁服务、如何服务等
问题，数十年来始终是广大文艺工作者遵循的方
向。72年后的这次文艺工作座谈会，最核心的问
题还是艺术为谁服务、如何服务。”中国文联副主
席、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说。

日前，中国美协组织在京美术家召开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座谈会上中国文联及中国美协有关领导、美术界
的代表共 50 余人齐聚一堂，畅谈体会、各抒己
见，为中国美术的繁荣发展建言献策。

造型艺术呈现出当代新思维
杨 子

造型艺术呈现出当代新思维
杨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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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得佳作 刘勃舒偶得佳作 刘勃舒

游子吟（孟郊）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范舟书

◀春晓（孟浩然）

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
花落知多少。

范舟书

▶江南逢李龟年（杜甫）

岐王宅里寻常见，
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又逢君。

范舟书

山西人 杨飞云

高原的歌 詹建俊

特等劳动英雄李永像 吴作人特等劳动英雄李永像 吴作人

启程 董凯

基石 马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