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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寂多年的油画家向斌，在年近花甲之际再出
江湖，引发世人广泛关注，好评如潮。士别三日，
当刮目相看。朋友们说他是自学成才，大器晚成，
厚积薄发。

关于向斌的艺术经历、艺术观念和艺术成就，
多见诸媒体，例如《肖像画家向斌：让更多的朋友
走进我的油画》《画画凭兴之所至，人生爱自由无
拘——肖像画家向斌把人生过成一种艺术》 等文
章，都进行了全面的描绘和点评。

特别是文艺评论家林可行的文章《肖像画名家
向斌》，依据弗里德里西·席勒和埃德蒙·斯宾塞等
哲学家的理论，诠释了向斌“从7岁开始就喜欢画
画，且有着使不完的精力”的原因，着实引起我的
共鸣。

文中写道：“剩余精力是人们进行艺术这种精
神游戏的动力。人是高等动物，他不需要以全部精
力去从事维持和延续生命的物质活动，因此有过剩
的精力，这些过剩精力体现在自由的模仿活动中，
就有了游戏与艺术活动。”读到这里，我想起了

《弟子规》的总叙：“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
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意即
学生在主修好“孝、悌、谨、信、泛爱众、亲仁”
六门课的前提下，如果还有剩余精力 （余力） 就应
该辅修一门课“学文”——六艺等其他有益的学
问。春秋时代的六艺，是包括绘画在内的。依愚管
见，将向斌的美术创作放在中西理论的大背景下考
量，确实是一种释放剩余精力的行为，向斌本人就
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乐天派性情中人。

若干年前，向斌让我欣赏了几幅他得意的人物
肖像油画新作。作品栩栩如生，像摄影一样逼真。
特别是我认识的几位人物，画得神形兼备，出神入
化。当时他诚恳地对我说：“你我一二十年的朋
友。我通读了你的作品，很喜欢你的文笔。我有一
个梦想，画100个朋友。过几年我出版画册，请你
为我作序。”我说承蒙错爱，问题是我不懂画。他
打断我的话，说不懂没关系，只要用情就行。我用
情作画，你用情作序。如此说来，岂不是就一个

“情”字了得。既然如此，我应诺尽情而为试试看。
令人惊讶的是，仅仅过了三五年光景，美梦成

真。向斌把 100 幅人物肖像油画照片发到我的手
机。他说即将结集以《向斌笔下的朋友》为书名出
版，并催我践诺作序。

我的第一感觉是震撼：100幅极致写实的人物
肖像油画是向斌心血和汗水的结晶，这需要何等的
恒心和韧劲。真是丹青千古事，甘苦寸心知。第二
感觉是，向斌请我作序情真意切，不是戏言。

记得我曾问过向斌，成功的秘诀或者说追求的
境界是什么？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朋友、感情。
是啊，他只画彼此熟悉深有感情的人——朋友。无
怪乎他的画册就冠名《向斌笔下的朋友》。

人与画聚焦一个字——情。作为向斌的朋友，
我只能基于感性认识写一点“画外音”——多情画
家向斌。

向斌善饮而不贪杯，常在饮酒后趁兴挥笔作
画，感情在所画对象的人生经历中跌宕起伏，宣泄
笔端。他画着画着，或哭或笑，往往沉浸在特定甚
至极端的情绪状态中。比如，向斌在画 80 多岁的
老母亲时，骨肉之情涌上心头，挥之不去，常常泪
流满面，默默无语。一幅 《母亲》，寄托着向斌的
无限深情。

向斌在交朋友、画朋友的过程中以其独特的方
式把一个情字演绎得淋漓尽致。在这个过程中，有
画、有酒、有爱、有梦、有笑、有泪。

向斌曾说：“我不在意市场，不关注流派主
义，只想在画布上展现我所熟悉的人物——朋友那
最独特的精、气、神，袒露自己的人生情怀。”“我
手写我心，我心有情怀。”

各国保护修复方法不尽相同

美术藏品修复并没有统一的方法，
各国在修复理念、方法、程序等方面都
有所不同。例如，美国的油画修复师希
望借助更多机器，形成规模化的工作方
式；而意大利和俄罗斯则更强调手工操
作，突出材料的细致。

法国赛努奇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埃
瑞克·勒费布尔表示，在法国，有很多与
博物馆藏品保护相关的机构，包括为修
复师提供培训的学术机构、进行分析的
实验室和博物馆等。策展人、博物馆管
理人员需要与修复师探讨并制定藏品的
具体保护方法。

“此外，建于 1999 年的法国博物馆保
护中心，主要是分析和保护博物馆的藏
品，拥有包括粒子加速器在内的很多先
进 设 备 。 30 多 位 专 业 人 员 分 别 在 考 古
学、雕塑学、油画、纸质作品、摄影作
品、装置艺术、当代艺术部门工作，他
们也成为公立博物馆的咨询人员，提供
环境质量、材料特性、存储条件等一系
列建议。”埃瑞克·勒费布尔说。

英国泰特美术馆修复部主任黛博拉·
波特女士介绍了他们的藏品收购流程：
藏品组每两周召开一次会议，以决定待
收购的藏品。在这个会议上要讨论为什
么购入这件藏品，决策过程会考虑与此

相关的风险和后续保护面临的成本。这
个成本包括它的储存成本、空间成本，
包装和运输的要求，甚至报废因素都会
被考虑其中。

保护修复或促进捐赠者信心

相比世界名馆，国内美术馆在藏品修
复方面起步较晚。中国美术馆保存修复中
心于 2010年 4月起筹建，主要致力于中国
画和油画的修复维护。对邓拓捐赠的古代
绘画进行修复是首个项目，4 个专家修复
组用近3年时间共修复整理邓拓捐赠的145
件 （套） 作品。

中国美术馆保护修复中心工作人员邓
峰介绍，他们从事的保存修复项目，既有
应急性的维护项目，也有多光谱的检测项
目、捐赠作品的修复专项、围绕某件作品
进行的完整修复项目。而且，修复藏品往
往还伴随着意外收获。

例如，老舍藏齐白石作品保存修复
项 目 ， 就 是 以 保 护 修 复 促 进 收 藏 的 典
型。据了解，修复前的作品 《孤雁》 有
多处破损，“孤雁”一分为二，经修复人

员的巧手，“孤雁”重新展翅。作品 《红
衣牛背雨丝丝》 则采用了补纸修复，其
补纸的地方是可以去掉的。这不仅需要
修复者的精湛技艺，还要求他具有深入
的解读能力。正是这份严谨与执着，让
老舍家属将修复后的 《孤雁》《红衣牛背
雨丝丝》 等 4 件作品全部捐赠给了中国
美术馆。“保存与修复不仅是对已有藏品
的保护，也可能促进捐赠者对美术馆的
信心。”邓峰说。

吴为山认为，面对艺术藏品，需要
建设设施精良、人员齐备、技术过硬的

“藏品医院”。让作品以最健康的面貌展
现 在 公 众 面 前 ， 让 它 们 真 正 发 挥 “ 活
化”功能与审美教育的作用。“任何艺术
品都是通过物质载体来体现智慧和精神
的，但物质是有寿命的。我们所探讨、
研究的保护与修复，就是通过延长物质
寿命而持续精神生命。当然，更为重要
的是从对艺术品的情感和尊重出发，发
挥物质性能的极限，获得物质与精神、
技术与艺术的双重超越。”

保护修复工作将得到快速推动

尽管国外名馆在藏品修复方面走在前
列，但是国内机构正在奋力追赶。文化部
副部长董伟表示，近年来，文化部立项并
实施“国家美术收藏工程”，美术藏品的
保护与修复工作就是该工程的重要内容。
他透露，全国美术馆藏品普查正在开展，
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对藏品保存状况
的普查，全面记录当前美术藏品的完好程

度、保存修复信息等。在此基础上，将通
过设立美术馆藏品保护与修复示范中心等
方式，加强藏品的科学保护与修复，建设
国家美术藏品档案及数据库，制定国家美
术收藏政策和法规等。

随着国家美术藏品普查工作的推进，
国内美术馆界保存修复工作也将得到快速
推动。据悉，在未来建成的国家美术馆
内，将有1000余平方米的使用面积作为修
复中心的工作空间。

中国山水画历经隋唐五代的发展，至于宋
代，进入鼎盛时期。此时山水名家辈出，其中以
李成的声名为最，甚至被推为古今第一。可惜其
可靠的传世作品不多，此幅《茂林远岫图》，可视
为李成绘画风格的典型代表，让我们一窥这位北
宋初期山水宗师的艺术风貌。

李成乃唐宗室后裔，祖籍长安 （今西安），后
周时避居于营丘 （今山东临淄），故其又被称为

“李营丘”。李成长期居于北方，此图描绘的正是
北方夏日山水之景，近处轻舟泊渡，行人车马往
来，山谷之间殿阁林立，塔影隐没其中。远处奇
峰崛立，气象雄浑。北方山石质地坚硬，裸露少
土，多棱角凹凸，此画中作者以形似斧劈和卷云
的皴法，呈现出了北方典型的地貌特征。

与西方的焦点透视法则不同，中国的山水画
以散点透视为主，可以在同一幅画中以俯视、仰
视、平视等多角度表现景物特征。宋人曾提出绘
画有“三远”：平远、高远、深远。平远，即自近
山而望远山，反映的是一种俯视的境界。高远，
即“自山下仰山巅”，反映的是一种仰视所见的巍
峨宏伟的山势。深远，即“自山前而窥山后”，塑
造深邃莫测的空间。将此幅《茂林远岫图》 从右
至左徐徐展开，可以充分体验古人“三远”的构
图特色。卷首描绘了沙渚村舍、渔舟待发、河岸
蜿蜒的清旷平远之景。随后山势渐趋高峻，峰峦
此起彼伏，逶迤曲折，直上云霄，雄浑磅礴，林木深
秀，高远之象尽现。山脚溪水潺潺，行人涉水而过，
山峦树木依势而就，上方山谷飞瀑，一泻而下，烟岚
雾霭，缥缈其间，可谓“深远”之景。画面构图“三
远”法的并用，构景主次疏密的安排等，无不透露出
北宋山水画风貌的典型气息。

李成画作在宋代多作为屏风的屏面而存在，
此卷横141.8厘米，横45.4厘米，据学者考证这件

《茂林远岫图》 应是曲屏的屏面。曲屏又名枕屏，
通常作几叠，常绕床而展，屏心内容以山水画居
多。以山水入屏，使得文人士大夫们可以暂时抛
开冗杂繁忙的日常琐事，想象着山野丛林中的一
方净土，枕着这秀美的山水入梦，在可观可居可
游的画中欣赏树木蓊郁，流水潺潺，在小小曲屏
中完成游览北方山川的视觉体验。

李成的山水风格在当时受到了广泛的推崇，
追随者众多。以李成为创始人，郭熙等人为主将
的李郭画派在中国山水画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在宋神宗时一度成为北宋山水画坛的主流风
格。这幅《茂林远岫图》，不仅是李成风格的代表
作品，更可视为北宋初期山水风格的典范之作。

日前，第三届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双年展在中
国国家博物馆举行。本届双年展由中国艺术研究
院主办，参展的700余件优秀作品，是由国家级工
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中
青年工艺美术创作人员近年来创作的。展品涉及
北京、上海、福建、江苏、浙江、贵州、云南、
安徽、江西、陕西、新疆、西藏等省区市。展览
由“承古启今、巧夺天工”与“薪火相传、演绎
华彩”两大篇章组成，前者包括玉雕、石雕砚
雕、竹木雕、传统家具4个展厅，后者包括陶瓷、
漆器、织绣唐卡、金属工艺4个展厅。

主办方介绍，在主题策划与思路设计方面，
本届展览力求从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
振兴传统手工技艺、弘扬工匠精神的角度，表现中
国传统工艺美术在当代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充分
展示传统工艺美术中艺术与技术的完美结合，发挥
展览对工艺美术行业发展的示范性作用。

据悉，此展是代表我国当代工艺美术最高水
平的国家级制度性展览，已于2012年和2014年在
国家博物馆成功举办了两届。

□ 古画鉴赏

李成《茂林远岫图》：

北宋初期山水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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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作品修复就像医务工作一样神圣而重要。从事藏品保护
与修复工作的专业人士就是艺术品的‘保健医生’和‘手术医
生’。”日前，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国家美术藏品保存修复国际研
讨会上，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如是说。

今年7月至9月，由文化部、国家艺术基金资助，中国美术馆
主办并实施的“国家美术藏品保护与修复示范项目”在北京举
办。作为项目的核心内容，我国和来自英、法、美、日等国的数
十位文博界专家齐集研讨会，围绕国家美术藏品保存与修复的相
关政策、原则理念、现代科技介入等话题进行探讨。

修复操作过程特写修复操作过程特写

冯鹏生 （右） 在修复美术作品

修复后的《红衣牛背雨丝丝》（齐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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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工美精品
彰显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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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林远岫图（局部）李成（北宋）辽宁省博物院藏

多情画家向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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