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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体现了习近平主席提
出的“一带一路”战略

记者：这次展览的主体是“文明对
话”，您想进行这种对话的背景是什么？

范曾：举办这个展览，还是希望中
国艺术走向世界。与此前不同的是，这
次展览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
带一路”战略。中国和意大利自上古以
来就以灿烂文化表彪炳于世，不啻为
东、西文明的源头，而绘画领域更是世
界绘画史上“来吾道夫先路”的典范。
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交流已有数千年，
其中“丝绸之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为了表达“文明对话”的主题，我
特意创作了一些有关意大利的作品：马
可·波罗像、利玛窦像，意大利文艺复兴

“三杰”之一的米开朗基罗像，还有小提

琴家帕格尼尼像、诗人但丁和他精神上
的爱人贝雅特丽齐画像，都是我今年 3
月以来的新作。这些作品，引起了意大
利观众的高度共鸣。

东西艺术有差异“才有了
相互的吸引力”

记者：在外交领域，习近平主席多
次指出要“求同存异”。在中西艺术交流
中，您如何看待“求同”与“存异”？

范曾：近代以来，很多画家留学回
国后，都提倡融中西于一炉。我觉得，
这种讲话本身是有毛病的。从某种意义
上，我们应该感激农业社会，感激东西
方的隔绝，才造成了东西方完全不同的
思维方式和艺术表现手法。这个差异是
那么样的大，才有了相互的吸引力。

西方人按照古希腊的思维逻辑，创
作了他们独特的艺术；中国人按照中国
古代的思维逻辑，创作了今天的作品。
同样高水平的艺术，虽然表现手法完全
不同，但观众所感受到的震撼是相同的。

就拿这次意大利展为例。在维托里
亚诺宫的走廊上，中国传统的英雄人
物、哲学家、诗人、神话故事人物和西
方文化人物摆在了一起。看了我的作品
以后，再看看罗马的雕刻，就能感到，
这是在同样的平台上互相呼应，而不是
趋近。

“对那些丑化中国人形象
的作品，我恨之入骨”

记者：尽管我们常说要有文化自
信，但在西方文化席卷全球的背景下，
我们自信的底气来自哪里？

范曾：有人说，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可是，“他山”的文化艺术，不一定
能“攻”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就拿佛
教来说，这是多大的力量，到了中国也
要从属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再把它推

进。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对中国的民
族文化要有充分的自信。中国文化可以
融化、吸纳外来文化，可是不太容易被
外来文化所摧毁。我相信，大众越是了
解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在比较了世界
文化之后，就越会对它更加热爱和尊
崇。

我自上个世纪开始，就坚决不赞成
后现代艺术在中国的流布。因为中国并
没有产生后现代艺术的前提。欧洲产生
后现代艺术有其自身的发展历程，而且
理论先行。但在中国，这些都没有，很
多人仅仅去套学皮毛。后现代艺术在中
国不能起到一个积极向上的作用。尤其
对那些丑化中国人形象的作品，我恨之
入骨。

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尊严。尊严来
自于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盲目推崇西
方后现代主义的画家或所谓的理论家，
要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不了解，对西方
文化也不了解，要么是另有所图。

艺术家不能“心灵上有个
点钞机”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
谈会上指出，当前文艺创作有“高原”
缺“高峰”，并指出“文艺不能做市场的
奴隶”，对此您怎么看？

范曾：艺术作品永远不是时代政治
口号的解说员。它永远是以个人为主
体，基于艺术家心灵智慧的成果。这是
艺术的特点。如果不通过艺术家的心智
创造，仅仅去做一些政治口号的注释、
演绎，一定不是好作品。

真正的时代歌者，无论画什么都是
了不起的。中国绘画传统强调“怎么
画”。知道了“怎么画”，哪怕是画一草
一木，都寄托了对祖国的深情；不懂得

“怎么画”，即使画大江大河，也只是空
洞无神。

大师的产生，离不开国家的重视，

还需要艺术家自身不懈的追求。这个追
求，是指心灵上一种向至上的趋近，而
不是心灵上向金钱的趋近。有的人画得
非常好，他不一定会作诗，但心灵上是
一个诗人，那我就承认他的画是诗。就
怕有的人心灵上完全不是诗人，心灵上
有个点钞机，那他永远不可能创作出无
愧于时代、为人民所喜爱的作品。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了文艺工作
者要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学养
是积于年月后的自然流露。老子说：“静
为躁君”，静应该主宰烦躁。心不静，就
不能虑；心不虑，就不能得。所以艺术
家要守得住寂寞，沉下心来读书，提高
知识水平，磨练基本技能，能够静言思
之，让思想先行。

人物画在唐代发展到一个高峰，出现了
许多杰出的人物画家，周昉便是其中的典型
代表。周昉以描写仕女著称，所画女子容貌
端庄，体态丰满，色彩柔丽，有着“周家样”的
美誉。

这幅《纨扇仕女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
物院。“纨扇”亦称“团扇”“宫扇”，因形似圆
月，且宫中多用之，故有此名。根据《石渠宝
笈》的记载，这件作品是由乾隆皇帝命名。画
上虽然没有周昉的题款，但是从画面风格与
内容来看，和史书中记载周昉的画风一致，
于是便将这件作品定为周昉所作。

在这件《纨扇仕女图》中，画家通过刹那
间的动作姿态，描写出唐代贵族女子无所事
事的悠闲心情。画中人物以相关的活动自成
段落，但是彼此之间又有着微妙的联系。如
卷首尚未起身洗漱的贵妇人，和左侧对镜梳

妆的女子呈现出呼应关系。而卷末坐在圆凳
上的女子虽然转头看向左方，但是手中的扇
子却指向右边的刺绣场景。这些人物之间的
联系，使得画面形成统一的整体。

周昉善用“琴弦描”，线条多平直挺阔，
形如琴弦。这种方法所绘制的长线条圆润流
畅，短线条简劲有力，富有节奏感。除此之
外，这幅《纨扇仕女图》的设色也值得关注，
画家依据线条的转折变化，精心晕染上艳丽
而柔和的颜色，即使是同一件红色石榴裙，
也有着深浅不同的层次变化，将仕女服饰的
质感及纹饰表现得细腻逼真，体现了宫廷女
子养尊处优的生活状态。

周昉笔下丰腴柔美的仕女图像，在唐代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
这幅《纨扇仕女图》，也让我们一窥这位画家
绘画的基本风貌。

10月 21日，由中国美术馆主办、柏林
德国历史博物馆基金会协办的“中国美术
馆国际交流展系列：黑白的力量——凯绥·
珂勒惠支经典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
幕。该展得到了中国文化部、德国驻华大
使馆与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鼎力支持，共
展出凯绥·珂勒惠支的经典作品 120件，汇
聚了 6 家德国重要博物馆和艺术机构以及
珂勒惠支作品重要藏家所提供的经典藏品。展品类型包括雕塑、全套
版画系列、自画像系列、海报等，全方位地展现了这位非凡艺术家的
艺术风貌，许多作品均为首次登陆中国。

凯绥·珂勒惠支 （1867-1945年） 是德国20世纪极具影响力的艺
术家之一。她的作品结合了质朴的现实主义与奔放的表现主义风格，
展现了她对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关切，同时渗透着浓浓
的人文情怀。珂勒惠支的作品主题丰富广泛，如生死、悲喜、战争、
社会现状、母爱以及生命中那些闪烁着爱与智慧的光芒的瞬间。

珂勒惠支的艺术作品对中国艺术，尤其是版画的发展有着极其深
远的影响力。鲁迅先生是将珂勒惠支版画引进中国的第一人。自
1931 年收到珂勒惠支的版画后，鲁迅在与木刻青年会晤或通信时，
经常谈起珂勒惠支先进的艺术思想、严格的创作态度和精湛的版画技
法，一再要求木刻青年学习珂勒惠支。直到今天，在很多中国版画家
的作品中依然可见珂勒惠支风格的刀法，可见其深厚的影响力。

专家聚首研讨“城视·理想空间艺术”

日前，“城视·理想空间艺术”高峰论坛在北京中华
世纪坛艺术剧场举行。论坛由北京国际设计周智慧城市
与城视窗·中国联合主办、万般艺博馆·帝思工匠墙纸冠
名赞助的。论坛围绕“理想城市”所追寻的“科学宜
居，艺术设计”主题展开，分为国内著名艺术设计专家
与城市规划专家成功案例演讲与项目经验探讨两大环
节，深入剖析当下城市所面临的显著问题、时代特性、
形象呈现等，从科学规划、艺术设计、生态宜居的角度
探讨“未来之城、理想之城”的设计之道。 （石 畅）

赵溅球画展在尼泊尔举行

为庆祝中尼建交 60周年，由尼泊尔艺术委员会、浙
江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一脉情深·赵溅球尼泊尔写生中
国画展”，日前在加德满都尼泊尔艺术委员会美术馆举
行。此次画展共展出中国画作品 60幅。这些作品都取材
于中国和尼泊尔的民居建筑与自然风光。作品笔墨苍劲
滋润而又空灵清丽，画面气势既恢宏博大又精微飘逸，
受到各国大使、尼泊尔政要和艺术界的赞赏。（艺 文）

日前，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美术家协会和
中国美术馆共同策划主办的“向人民汇报——‘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当代十五位美术家作品展”在中国美术
馆开展。 展览集合李焕民、詹建俊、刘文西、徐匡、刘
大为、韩书力、吴宪生、赵奇、许江、骆根兴、陈坚、
郑艺、于小冬、陈树东、柳青等15位美术家的代表作75
件，以及个人写生速写稿、创作谈和专家评论、艺术创
作专题片等，展示美术家们长年扎根基层、深入生活，
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
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为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精神，繁荣美术创作、推动美术创新，褒奖一批长期扎
根生活、情系民生、为人民造像并取得艺术成就的当代
美术家典范，中国美协召开专家认证会，确定为这15位
老中青结合的美术家举办专题学术展览。他们不仅有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塑造新中国人民形象的杰出代表，而且
有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刻画改革开放的民族形象的时代先
锋，还有的是新世纪表现消费社会民生形象的佼佼者。
他们的艺术创作为中国画的现代转型，为油画、版画、
水彩和雕塑等外来艺术的民族风格、中国精神的形成做
出了卓越的探索。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始终如一，长年坚
持扎根生活，深入发掘属于自己的艺术富矿，寻找到自
己抒发情怀的创作母题。他们或深入边远偏僻的乡村、
边地少数民族聚居区写生，或时刻观察身边生活，收集
创作素材，力求从人文主义视角观察和揭示新中国人民
大众更为深刻的精神内涵。

刘文西笔下的陕北农民是质朴善良的，吴宪生刻画
的农民形象如家人般真切朴实，赵奇描绘的农民则总是
具有一种苦涩感，郑艺则展现了一个现代普通的中国农
民身上所包含的艰辛与刚毅、迷茫与坚守并存的精神气
质；詹建俊刻画出激昂的理想主义垦荒知识青年；李焕
民、徐匡表现出喜悦的翻身农奴形象；刘大为、韩书
力、于小冬、陈坚笔下蒙古族、藏族、塔吉克族人物群
像，揭示了这些民族的静穆坚韧的精神世界；骆根兴、
陈树东集多年军旅生活的积淀塑造出厚重坚实的当代军
人形象；柳青则最直接地呈现了当下日常生活中的民生
众相；许江则通过葵园来探寻中华民族在屈辱、磨难中
抗争与奋起的民族精神。

美术家们为了表现心目中的这些人民与民族形象，
经年累月扎根其中，与他们休戚与共而形成了精神情感
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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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意建交45周年之际，应意大利总统塞尔吉奥·马塔雷拉之邀，中
国书画家范曾个人画展“文明对话”日前在意大利罗马维托里亚诺宫举
行。100幅画作展示了艺术家30年来在书画领域的不断探索。此次展览
持续3个月，吸引了13万意大利观众，在意大利引发极大反响。意大利
总统塞尔吉奥·马塔雷拉先生亲临展览开幕式，并授予范曾“意大利共
和国大将军”勋章。意大利舆论普遍认为，范曾的作品“展示了中华文
化的魅力，用文化交流的方式传承连接了中国与意大利的新丝绸之路”。

展览结束回国后，范曾先生在家中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77岁高龄的范曾依旧坚持每天5时起床。读书、吟诗、书写、作画

成了他的日常。他有24字自评：“痴于绘画，能书。偶为词章，颇抒己
怀。好读书史，略通古今之变。”他说，自己在学术和艺术上行中道，
性格上却有狂狷的一面。

有人说他“太傲”，也有人说他“太狂”，范曾却说，其实他内心深
处存在着一个最大的谦虚——“我梦想成为一个画家。”这里面，包含
着他对艺术的虔诚信念和纯粹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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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昉《纨扇仕女图》：

唐代宫廷女子生活图景
陈慧慧

周昉《纨扇仕女图》：

唐代宫廷女子生活图景
陈慧慧

纨扇仕女图 （局部）周昉（唐）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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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战争”系列）凯绥·珂勒惠支

15位美术家用作品“向人民汇报”——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杨 萍

祖孙四代 刘文西

初踏黄金路 李焕民

艺中圣者——米开朗基罗像 范曾

神奇的东方——马可·波罗像 范曾

钟馗神威 范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