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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艺术馆坐落于北京朝阳区慧中路9号，整座建筑以琉璃瓦盖顶、青石
板贴墙，装饰朴实无华，造型舒展大气，尽显唐宋风格。

作为我国第一座民办公助的大型公益艺术馆，炎黄艺术馆由中国画艺术大
师、社会活动家黄胄倡导，在国家和北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及海内外各界热心
人士的帮助下，于1986年开工筹建，1991年9月28日正式落成对外开放。

◉ 炎黄之胄，铸就艺术殿堂

走进艺术馆，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黄胄的半身雕像。大师左手执卷，右手执
笔，两臂相叠置于胸前，紧抿的双唇和坚毅的目光透露着他对艺术的不懈追求。
塑像背后是黄胄的画作陈列厅，沿着展厅逆时针而行，黄胄的水墨画卷在眼前一
幅幅展开。

《群鸡图》中，七只大鸡姿态各异，或昂然挺立，或垂首觅食，画家用线

粗犷遒劲，设色艳而不俗。《育羔图》描绘了一幅维族姑娘哺育羊羔的场景，温
顺的羊羔、质朴的少女、忠诚的牧羊犬，细腻的笔触营造出祥和安宁的生活氛
围。《牧归图》构图新颖，极富动感，远处牧民挥舞马竿，赶马回厩；近处一匹
骏马四蹄生风，鬃毛飞扬，似要从纸绢之中驰骋而出。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黄胄是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有为的青年画家，他能
画我们的人民。”黄胄的绘画作品成功地塑造了新中国的视觉形象，直到今天，
仍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炎黄艺术馆建馆伊始，黄胄捐赠的数千件文物、书画作品构成了馆藏的基
础。迄今为止，艺术馆共收藏书画、明代家具、玉器、文房用具、瓷器、民间
美术、当代艺术等共 6000 余件。藏品包括何大昌、戴进、唐寅、郑燮、任伯
年、张大千、齐白石、吴昌硕等历代名家名作。

◉ 跨界合作，呈现别样展演

炎黄艺术馆馆长助理吴楠说：“我们想突破艺术的界限，将表演艺术同美术展
览结合起来，让跨界的艺术家们相互合作、相互启发，把展厅打造成青年艺术家实
践的平台。”

“逸香盈素——2016青年女性艺术家作品展”，是炎黄艺术馆年度性的重点展
览之一，今年已是第四届。此次展览，艺术馆邀请每位艺术家现场抒写一段文字，
并以接龙的形式组成一个天马行空的故事。艺术馆将画家们撰写的故事编到一
起，作为“脚本”提供给舞蹈艺术家，并请他们用肢体语言表达出来。在消除
了舞台界限的展场里，观众得以感受艺术交融所带来的新奇和愉悦。

“这是对黄胄先生办馆理念的继承和实践。”吴楠表示，艺术不仅要源于生
活，更要回馈给社会，回馈给普通的观众。

建馆以来，炎黄艺术馆举办各种大型展览千余次。同时，为了提高全社会
对艺术的参与度，馆内根据不同年龄层观众策划组织公共艺术项目。比如，以
艺术名家公开讲座为主的“艺术公开课”、观众实际参与制作体验的“艺术工
坊”、鼓励孩子和家长共同创作的“亲子美育工坊”等。2015年，艺术馆共举办
公共教育活动30场，每场活动平均参与数量在80-150人次。

◉ 联通中外，搭建交流之桥

炎黄艺术馆在艺术展示的同时也承载着艺术交流的功能。
艺术馆自2013年启动了外国艺术家作品展，以外国艺术家的摄影作品为主，

包括雕塑、绘画等形式，展示他们眼中的中国。2014年，展览以“乡愁国”为主题，
甄选了8位不同国别艺术家的作品。这些艺术家长期生活在中国，他们将对故乡
和中国的感知融入到作品当中，提供了观察中国的全新视角，使观众在其中找到
奇妙的对应和深层的情感共鸣。

今年年初，艺术馆的“‘你好！山水’中日卡片交换计划”被评为“2015全国美
术馆优秀公共教育项目”，作为以艺术推动中日友好往来的交流项目。

2015年7月，在炎黄艺术馆，北京小朋友以 “夏天”为主题，将暑假所见
的故宫、颐和园等景象“写”进卡片，寄给素未谋面的日本小朋友；8月在市原
湖畔美术馆，日本小朋友把花火大会、海水浴场、大文字烧等具有日本特色的
夏日景象回复给了中国的朋友。艺术消除了语言的障碍。

艺术馆不是堆砌艺术品的地方，它的存在意义绝不仅限于为城市增加一座
建筑物，或是为市民提供休闲的场所。它应该是一个生产和传播知识的艺术机
构。谈及炎黄艺术馆的发展定位，吴楠坦言：“我们不求重复，也不求特立独
行。我们只看自己，只看自己与社会的关系，自己与城市一角的关系，自己与
观众的关系。”

靠近南宋御街与河坊街，坐
落于历史悠久的吴山之上，杭州
博物馆总给人一种沉静而厚重的
感觉。城市的历史与记忆，都留
存在馆里，找一日闲，慢慢品
味，才能找出埋藏在这些文物中
的韵味。

杭州博物馆，占地面积 2.4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3 万平方
米，展区面积 7000 平方米，馆
藏规模逾万件。2011 年，馆内
启动提升工程；2012 年，推出
北馆“珍藏杭州”馆藏精品专题
陈列；去年“十一”，南馆通史
陈列“最忆是杭州”全新亮相。
历时 5 年，南北双馆终于合璧，
它们一起为市民讲述属于杭州的
独家记忆。

水晶杯的“前世今生”

走过序厅，一直往前走，可
见 杭 州 博 物 馆 的 “ 镇 馆 之
宝”——战国水晶杯。

杯子很“现代”，颜色有点
淡琥珀色。外表没有什么纹路，
表面看得出是经过抛光处理的，
杯身上有一些自然的裂纹，底部
和中部可以看到一些絮状的自然
结晶。这只看起来不起眼的杯
子，是用优质天然水晶制成的实
用器皿。

水晶杯是 1990 年在杭州半
山镇石桥村出土的，是迄今为止
我国出土的早期水晶制品中最大
的一件，是国宝级文物。2002
年 ， 国 家 文 物 局 公 布 了 64 件

（组） 珍贵文物为首批禁止出国
（境） 展览的文物，这只战国水

晶杯，就是其中之一。
说起水晶杯，杭州博物馆馆

长杜正贤很激动，正是他的坚
持，才最终发现了半山石塘村的
战国1号墓，并且出土了这件国
宝级文物。

半山石塘村的战国 1 号墓，
具体位置处于黄鹤山西麓一处草
木丛生的小溪坞。杜正贤推测，
从墓葬的规模和陪葬器物的品种
看，墓主的身份绝对不是普通百
姓，很有可能是生活在杭州的行
政长官或军事首领。

为什么这样说？“虽然当时
是战国时期，杭州大多处于越国
的范围内，但是在出土器物中，
除了带有越文化特征外，还有不
少楚国的元素，比如原始的瓷编
钟。”杜正贤说，楚国灭了长江
下游的越国后，可能派了军事首
领到石塘来驻守。

1985 年，杜正贤开始在杭
州市文物考古所工作，他发掘了
战 国 1 号 墓 ， 与 水 晶 杯 “ 相
遇”，之后还发掘了严官巷南宋
御街遗址、南宋临安府治遗址、
老虎洞南宋官窑遗址等。

一晃 10 年后，杜正贤来到
杭州博物馆当馆长，水晶杯成为

“镇馆之宝”。

穿越杭州五万年

“江南好，风景旧
曾谙。”“江南忆，最
忆是杭州。”

当 年 ， 在 杭 州 为
官数年的白居易有感
而发，写下了流芳百
世 的 《忆 江 南》。 如
今，许多游客一到杭
州，看到这动人的山
湖景致，也总是会将

“最忆是杭州”这句诗
挂在嘴边。其实，杭
州值得忆的除了西湖

的美，还有这属于六朝古都独特
的历史遗迹。

杭 州 博 物 馆 的 南 馆 ， 以
“忆”为主题，“雅”为基调，追
溯杭州五万年人类进化史、八千
年文明史、五千年建城史，再现
吴越安邦、南宋盛景、人文渊薮
的人间天堂。

“最忆是杭州”展览以时间
为轴线，划分为5个单元：天赐
佳 渚 ， 钱 塘 故 址 （史 前 至 六
朝）；邑屋繁会，东南乐土 （隋
唐五代）；天阙皇城，百年行都

（两宋）；江南名城，人文渊薮
（元明清）；湖山依旧，再续文脉
（民国）。从史前走到民国，南馆
通史陈列将城市历史的精华都浓
缩到了一起。

在序厅，引天光水色于室
内，超大型 LED 电子屏将杭州
风物集萃宝格之中，烟柳叠翠、

荷花映日、湖上晴雪的抒情小
品，良渚玉、秘色瓷、官窑器的
历史纪实，浮光掠影间演绎最生
动的杭州气韵，唤醒最熟稔的杭
州印象。

在史前至六朝厅，模拟土层
效果，还原最真实的考古发掘现
场，历史脉络在你的眼前豁然开
朗。在隋唐厅，你还可以与钱王
来一场虚拟射击游戏。穿越到吴
越国，了解治理钱塘江水患的历
史故事。

在诗赋湖山场景中，白居易
百首诗篇被采用多媒体方式呈
现，营造如梦似幻的水墨诗意氛
围。在两宋厅，借由虚拟翻阅文
献，辅以投影和三维动画，栩栩
如生地呈现南宫北市的都市格
局、繁华喧腾的市井风情，而南
宋临安城的坊巷故事，互动点
播，古今对比，一览无遗。

“压箱底”的宝贝

杭博南馆中，很多“压箱
底”的宝贝重现。

除了战国水晶杯外，距今
五 万 年 前 的 牙 齿 ： 建 德 人 牙
齿 ， 表 明 远 在 旧 石 器 时 代 晚
期，杭州地区就有先民活动。

景德窑青花观世音像，为
我国元青花的起源研究，提供
了宝贵的资料。

杭州人对于天水桥、保佑
坊 肯 定 不 陌 生 ， 但 你 是 否 知
道 ， 南 宋 时 几 乎 最 值 钱 的 货
币，也是用它们来命名的？

“天水桥东”“保佑坊南”，杭
博展出的金叶子上，就刻着这样
的文字。它们一片片薄如纸张，
长约 7 厘米，宽约 3 厘米。这在
古代是达官贵人才能拥有的。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金
箔的国家之一，商代即出现金
箔“包金贝”。南宋吴自牧《梦
粱录》 卷十三 《铺席》 记载：
京城临安李博士桥有“汪家金
纸铺”。

据文献和出土实物，北方
金叶子形状可能为树叶状，南

方多为书页状。“叶”同“页”，
指书册中的一页。

南宋商品经济发展需要一种
大面值、便于携带的货币，从而弥
补金银铤（牌）缺陷，金叶子便应
运而生。同时，金叶子质软易于
剪切分割，有些金叶子上残留有
剪切痕迹，便是分割交易的明证。

刚进入民国厅，入眼是一群
民国大师的群雕，汤寿潜、章太
炎、吴昌硕、李叔同、郁达夫、
茅以升，他们从科学、国学、艺
术、文学等几方面建设了杭州，
为杭城独特的气质加分。

群雕之中，一张方石凳虚
位，代表着数不清讲不完的杭城

“民国先生”，也许是马一浮，是
鲁迅、胡适、徐志摩……遥对杭
博，位于西湖北侧，孤山半山
腰，那西泠印社四照阁上，就有
这样几张凳子，当年，鲁迅与许
广平曾坐对湖心亭饮茶谈笑。

群雕对面一张放大版的石
凳，则是为游客准备的——坐这
里，静一静，与历史对话，与大
师群雕合影。

杭州的民国时代和上海的十
里洋场不同，更文艺，也更接地
气。一口井、一个脸盆就勾勒出
当时杭州的市井。民国厅正中
间，有一处青石板铺就的空地，放
置着许多竹椅，一个扎着羊角辫
的小姑娘坐在椅子上。而那些空
着的板凳和椅子是布景的一部
分，也是游客可以参与历史画面
的道具。

展厅的出口被设计成一条一
米宽的小巷，青砖黛瓦，代表戴
望舒笔下的雨巷——杭州的大塔
儿巷。LED 屏幕上，是诗中那
位撑着油纸伞的丁香姑娘。

炎黄艺术馆炎黄艺术馆

敞开大门的艺术殿堂敞开大门的艺术殿堂
李 贞 郑 磊 章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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