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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引发艺术共鸣

本届双年展以“记忆与梦想”为主
题，号召世界各国艺术家以当代绘画和
雕塑为主要形式，进行有关世界记忆与
人类梦想的主题创作。“记忆与梦想”，
也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
一今年的国际大事的艺术诠释与升华。

“记忆与梦想凝聚着历史与现实，连
接着过去与未来，最能够体现艺术家的
人文关怀、唤起艺术家的创作激情、发
挥艺术家的审美想象，从而产生像记忆
一样深刻、像梦想一样神奇的艺术作
品。”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说。

展览主题一经发布即得到了世界各
国艺术家的响应，入选艺术家尤其是国
外艺术家主题性创作达到90%以上。

埃及入选艺术家夸瑟尔·埃尔·谢里
夫说：“‘梦想’就是艺术家心目中的期
许与愿望。全世界都有实现和平的共同
梦想。我们希望世界更加和平、更加繁
荣的梦想，也无所不在地影响着艺术创
作和发展。”

法国艺术家巴泰勒米·尚塔尔·安德
里亚入选的作品是 《记忆与梦想》。“记
忆与梦想”让画面中的“她”看起来很
平静，非常享受这个转变的时刻；画面
中的桥代表着这种转变，形象地昭示着

“她”正朝着梦想不断迈进的步伐。
伊朗艺术家法蒂玛·莫法拉伊带来的

作品是《馈赠》。她认为，手握画笔和颜
料、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画家们，是
世界和平与友谊事业的先行者。各国人
民惟有不断加强对话，不懈争取和平、
发展友谊，保持仁爱与悲悯之心，才能
推动世界不断进步。

中国艺术家吴彦臻的综合材料作品
《碑》表现对法西斯主义残害人类的反思
以及对中国反法西斯战争历程的追忆，
以对抗日战争历史照片写实素描和将 81
张素描照片累积成纪念碑的方式，表达
对未来世界和平发展的期望。

坚持羸得业界认可

放眼世界各国的双年展，大多以现
代、前卫艺术为主体，注重观念艺术、
行为艺术，作品呈现形式多为新媒体、
装置、影像等。

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是由中国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中国
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大型国际美术展
览。自创办以来，北京双年展始终坚持
以架上绘画和雕塑为展示主角，在受到
多年质疑后，逐渐获得世界各国艺术家
的认可，成为国际艺术界的一道风景。

“我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独立的艺

术精神，有别于世界流行的双年展，创办
出我们自己的双年展，至今已成功举办五
届。”刘大为说，这届规模空前，也表明了
北京双年展作为当代国际文化艺术交流
的平台，已经积累了十余年办展的经验，
国际影响力和号召力正在日益扩大。

“我们不是要去复制或者克隆国外的
双年展。”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策划
委员王镛认为，架上绘画和雕塑虽然是传
统的艺术表现形式，但一直在与时俱进，
照样可以表现现代性，为什么要丢弃呢？

在王镛看来，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
可以说是开创了国际双年展的中国模
式。他认为，在当下艺术界，画家、雕
塑家某种程度被边缘化了。北京双年展
让他们重新找到了中心。现在，北京国
际美术双年展已被定位为当代雕塑、绘画
展示的中心。

在上世纪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初期，邓小平同志以中国
画 《山高水长》 赠与一衣带水的邻邦，其文化意义不言自明。
这幅作品就出自山东画家刘宝纯之手。当时，刘宝纯和画界同
仁一起，以黄河、淮河、海河的三河水利建设工程为表现主
题，创作的《三河组画》引起了画坛的震动。

提起刘宝纯对山水画的喜爱，还要从他的青年生活经历说起。
1932年，刘宝纯出生于荣成市依山傍水的铁槎山下，父母是贫穷的
渔民，他自幼喜欢在沙滩上写写画画。广阔无垠的碧海蓝天，流云白
帆与劳作的渔民等影像，便是他艺术之路上的启蒙老师。

对于山水画而言，中国画现代性转型主要体现在从传统的
表现文人的处世情怀到表达现实感受的入世精神上。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李可染、傅抱石、石鲁等人，通过写生积极地推动
了中国画的这种现代性转变，形成了表现祖国山河新貌、具有
鲜明时代精神的新山水画。刘宝纯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崛起的
一位表现现代山水意境的中国画家，他通过笔墨对于黄河、淮
河、海河三河流域以及泰山松柏的描绘，表现了神州大地在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发生的历史巨变。
作为1964年第四届全国美展的优秀作品，刘宝纯的《红透

山谷》 完全打破了传统山水画的笔墨程式，画面以中景构图，
突出了山谷之中层林尽染、丹柿飘香的丰收景象，作品改变了
传统山水画水墨为上的审美准则，以大面积的朱砂点染柿林、
渲染意境，穿插林间的果农为画面增添了浓郁的生活气息。作
品的成功，在于通过画面健康明朗的意境，真实揭示了社会制
度给人们带来的新的新的精神风貌。

刘宝纯作品最鲜明的特征是将传统笔墨和现实山水有机地
融为一体，在深沉的传统文化底蕴中，飘散出浓郁的时代气息。
他的山水画弥补了中国山水画史上对于泰山、黄河表现的缺失，
形成了具有中华人文精神的齐鲁山水风貌。他无疑是现代齐鲁
山水画风的开拓者。无论刘宝纯笔下巍峨的泰山、浩荡的黄河，
还是澎湃的沧海挺拔的青松，无不寄托着他对祖国山河的挚爱
和对家乡故土的眷恋，蕴含着他对美好生活与精神理想的执著
追求。

瞰神州大地，江山锦绣，多娇美如画。雄纳百川，包容四海，疆域广博，物阜民丰。五千年文脉传承，人杰辈出，宇内同泽，历久弥新。
坐守嫦娥，巡天望地。泱泱中华，北疆三万里，跨黄沙绿野，白山黑土，蜿蜒护中华；南沙椰国，蓝土渔田，沃水无边，虽远不容犯；西陲固

有，重山高原，珠峰破云端；昆仑东渐，江河之源，滔滔入海，冲抵太平滩。
世代勤善，美德浩瀚。华夏民族，同气连枝，兄弟五十六，竞兴绵延。中国之美，德化万物，一带一路，独领风骚，融世界文明，共襄盛举。
美哉，中国！人类文明之范例，梦想生活真图景。美哉，中国梦！国土不容践踏，两岸不容分裂，和平不容亵渎！壮哉，中国，华夏儿女永远

的家！

由北京美术家协会、北京天街集团有限公司、任率英家族共同主办的任率英家族四代作品展
暨“丹青世家·任率英艺术传承展”日前在北京皇城艺术馆举行。

此次传承展遴选四代24位家族成员200余件作品、图片及年画、连环画、画集、著作等出版物，
以体现任率英家族对艺术的追求与探索，展现任率英家族代代相传的善良朴实、孝悌和谐的良好
家风与精神品格。

任率英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工笔重彩人物画家，是新中国连环画、年画的开创者之一。他将我国
传统的工笔重彩绘画技法融入新连环画、年画的绘制中，创作出大量洋溢着时代气息的经典艺术
作品，如《嫦娥奔月》《百岁挂帅》《天女散花》《鲁智深》《白蛇传》《桃花扇》等，可谓雅俗共赏。而他晚
年绘制赋色的《八十七神仙卷》和《古百美图》，更是堪称经典。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任率
英倾注心血毕生创作，把真善美带给了
千家万户，也感染和激励着家族的子孙
后代。任率英家族跨越百年长河，艺术
传承已至第四代，现有成员 35人。家族
和睦相助、亲情浓浓，艺术代代相传。

任率英长子任梦璋是我国当代美
术教育家、油画家，代表作为《攻克锦
州》《平型关大捷》等。任梦璋的夫人吕
燕是我国当代版画家，有《大树小鸟》

《山花》《太行牛屋》等作品。任率英次子
任梦龙、三子任梦熊、四子任梦云、五子
任梦虎、六子任梦强、小女儿任萍等也
都深受父亲的影响，或在美术创作领
域取得丰硕成果，或从事与文化艺术
相关的工作。

姜翰霖，1968 年出
生于北京。自幼酷爱绘
画，求学期间潜心于东
西方现代绘画大师的学
习，作品深受毕加索、
马蒂斯、夏加尔、林风
眠、吴冠中、石虎等中
外大家的影响。近年重
新回到对中国传统艺术
的研究，努力将中国传
统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
相结合，探索创构出一
种具有东方精神品质的
绘画。

北京双年展：
拿什么吸引全球艺术家？

本报记者 赖 睿

春季-3 吉肖·库马尔（印度）春季-3 吉肖·库马尔（印度）

馈赠 法蒂玛·莫法拉伊（伊朗）

由中国文联、国家博物馆、中国美协、山东省委
宣传部等主办的“正道沧桑——刘宝纯诗书画全国巡
展”日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这是一个时间跨越
达半个多世纪、空间囊括大江南北的国画展，展出诗
书画作品百余幅，集中展示了刘宝纯的创作思想与艺
术人生。

岱青海蓝江山情
尚 辉 长江写生 刘宝纯

姜翰霖作品于义海文 王文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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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滉《五牛图》：

现存最早纸上的动物画
汪 悦

□古画品鉴

任氏家风代代传
聂传清

白蛇传 （局部） 任率英

五牛图卷 （局部）韩滉（唐）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五牛图卷 （局部）韩滉（唐）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威尼斯双年展还未落幕，
“2015·第六届中国北京国际美
术双年展”又在金秋时节隆重登
场。

据悉，本届北京国际美术双
年展参展国家 96个、参展作品
685 件，其中国内作品 188 件，
国际作品 497 件，涵盖当代绘
画、雕塑、装置、影像以及其他
综合类作品；在参展国数量、作
品件数和展线、展期等方面均超
历届，规模空前。

双年展是推介国际当代艺术
的活动形式，是展示各国新艺术
成就的平台。全球现今已有200
多个双年展。除威尼斯双年展以
外，重要的双年展还有巴西圣保
罗双年展、美国惠特尼双年展、
法国里昂双年展等。

在众多双年展中，北京国际
美术双年展以独特的定位、艺术
的坚持，得到越来越多各国艺术
家的认可和赞誉。

看飞机 于小冬（中国）

记忆与梦想 巴泰勒米·尚塔
尔·安德里亚（法国）

唐代画家韩滉擅绘人物和走兽，尤以画
牛著称，与同时代擅画马的韩干并称“牛马
二韩”。《五牛图》 是韩滉迄今存世的唯一作
品，是现存最古的纸本中国画，也是少数几
件唐代绘画作品真迹之一。

《五牛图》展现了唐代画牛所达到的杰出
水平。画中五牛一字排开，列为一行，似从远方
走来，缓行在田垄之上。五牛状貌不一，姿态各
异，一缓步前行，一回首顾盼，一端立不动，一
翘首前仰，一俯首吃草，颇具动感。尤以中间一
牛最为特别，画家选取独特的正面视角刻画，
造型能力高超。这五牛并非一群，只是五个不
同种类，画家将其高度概括，使每一类型都集
中精华加以展现，这类似于现在常说的“艺术
典型”。全卷除一丛荆棘外，无其他衬景，完全
以牛为表现对象，因而每一牛皆可独立成图，
又首尾连贯，前呼后应，整体统一。

在表现技法上，韩滉用简洁流畅、粗壮
有力、具有质感的线条，描摹五牛的骨骼转
折、筋肉缠裹，并根据牛体的凹凸施以不同
颜色，具有立体感。细看牛头部与口鼻处，
根根细毛生动入微。“点睛”是牵动全局的关
键，画家将牛眼适当夸大，眼神、眼眶乃至
睫毛等细节的刻画自然、精准，每头牛目光
炯炯、神情鲜明、独具个性，由此达到形神
兼备的艺术境界。观看过程中，我们能强烈
感受到这五头牛不但有生命、有性格、有情
感，“内心世界”也各不相同。这是人格化的
五牛，是温顺倔强、浑厚朴实性格的象征。

以牛入画一直是中国古代绘画传统题
材，体现了农业大国以农为本的思想。韩滉
任职宰相期间，重视农业发展，因而在鼓励
农耕的时代，这幅画有着特殊含义。

由于画艺高超，又熟悉牛的生活习性，韩
滉才能留下如此神妙绝品，引得后世鉴藏大家
纷纷题记。20 世纪 50 年代，此卷在香港露面，
周恩来总理亲自下令购回，最终以 6万港元成
交。历尽颠簸的名画回归祖国，经故宫博物院
文物修复厂修复后，重现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