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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画院国画作品展举行

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的“新中国美术家系列——中国国家画院
国画作品展”日前在北京时代美术馆开幕。展览集中展出50位知名
艺术家181件作品，涵盖了山水、人物、花鸟等众多艺术题材。从作
品的创作可以看到，艺术家对时代精神的表现和对现实生活的提
炼。他们在继承前辈艺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拓展创新意识。

“新中国美术家系列展览”已经走过5个年头，在全国多个省份
成功展出，其意义在于梳理和检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
的画家群体在新时代所创作的成果。这一系列展览不仅推动了地方
美术的发展，还为当代地方美术史提供了鲜活的艺术史料。

（崔 月）

李宝瑞纪念画展国博开展

“李宝瑞纪念画展”近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画展展出60余
件艺术精品，包括国画、油画、速写、素描、水彩、水粉、玉雕等
艺术门类，全面展示了李宝瑞的创作历程。展览同时展出老一代画
坛名家与李宝瑞的部分通信，包括潘天寿、华君武、黄永玉等人的
信札，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艺术家艺术之路的延伸轨迹。画展由中
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黑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人民美术出版
社、西泠印社出版社联合主办，黑龙江省美术馆承办。

李宝瑞的作品在艺术语言上，尝试糅合传统绘画的意境和西方
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既保留传统中国画的气韵生动，又增加中国
画的线条和色彩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在视觉效果上，他尝试用繁复
而有序的满构图，来替代传统艺术的虚空与留白，营造气势磅礴的
画面，增加传统绘画的视觉冲击力。 （瑞 安）

一向安静伫立在北京五四大街的中国美术馆，在 2017
年11月中下旬一跃成为“网红”。尽管气温已降至零下，依
然阻挡不了人们争相前往的脚步。参观长龙动辄排出一二
公里开外，高峰时期，万余人要等上两三小时才能入馆。9
天展期，接待观众13万人。“美在新时代：庆祝‘十九大’
胜利召开中国美术馆典藏精品特展”，一时成为网上热议的
文化盛事。

因展期有限，不少观众还没来得及领略齐白石、徐悲
鸿、林风眠等大师真迹。为此，中国美术馆对展期进行调
整，这个典藏精品特展近日在美术馆五层复展，展期长达
一个多月，以满足大众热切的需求。

这样的场景，不禁让人想起 2017年故宫博物院举办的
“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和“赵孟頫书画特
展”。两场展览甫一推出，引发万人同心共赴，再现“故宫
跑”。确实，近年来越来越多文物展、美术展点燃大众蓬勃
的文化热情。2017年，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吸引了35万人
次观众的“秦汉文明特展”回到中国国家博物馆。金缕玉
衣、长信宫灯、兵马俑……170件组300多件珍贵文物气势
恢宏。观众热情之高，排队阵势蔚为壮观。苏州博物馆的

“吴门四家”系列展，汇聚国内外十数家博物馆精品，自
2012年开展，已吸引上百万海内外观众。

曾几何时，文物美术展览被认为是“阳春白雪”甚至
“曲高和寡”，需要一定的知识门槛，给人高高在上之感。
如今，一场场“爆款展览”持续走俏，国之瑰宝唤醒愈益
强烈的文化需求，不禁让人深思：大众不是没有高远的文
化追求，而是能够触摸到高质量、高品位文化产品的机会
并不多。如何安放大众对文化强烈的渴望？如何对接文化
消费的社会新风尚？这是博物馆、美术馆当前亟待回答的
问题。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收
藏、研究固然是博物馆和美术馆的立身之本，但活化典
藏，让更多民众亲近历史、近距离感受文化魅力，也同样
重要。展览排长队是文化感召力的体现，固然可喜，如果
能够常态化展示国宝，才更能响应大众的呼声。

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博物馆、美术馆近几年不断
加快开放脚步，更多珍宝走出库房与大众见面。“让收藏在
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
的文字都活起来”，呼唤更加开放的姿态。博物馆、美术馆
只有请进观众，文化才能走出展馆，走进人心。

赵州桥是中国古老智慧的代表作，也是象征
交流沟通的价值符号。中国艺术家舒勇以此为创
意来源创作的“丝路金桥”，日前被哈萨克斯坦方
授予 2017 阿斯塔纳世博会国际金奖。舒勇本人同
时被授予杰出艺术终身成就奖。

“丝路金桥”至今还屹立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前广场。2017年 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在这里举行。因为用艺术完美诠释了“一带
一路”理念，“丝路金桥”备受中外宾客赞誉，也
引起媒体广泛报道。

早在2015年于米兰世博会上亮相时，“丝路金
桥”便引起世界关注，并在当年成为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丝绸之路计划”官方合作项目。2016 年
国庆期间，它被作为代表五大发展理念中的“开
放”，在长安街展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来第一次在长安街上展出当代艺术作品。

借用桥的意象，舒勇用2万块“长城砖”形状
的人造树脂水晶砖、8万个水晶球构建主体，砖内
熔铸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几十个国家、近
百座城市的“国花”或“市花”。长 28 米、高 6
米、宽4米的金桥由此接通古今中外，传递各美其
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化精神。

如何才能将传统文化元素更好地进行当代艺
术的创新性转化，舒勇最看重的是“建设性”三
个字。“创新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价值，对于
当代艺术来说，创新应该是有责任的、建设性
的，而不是破坏性的。”他说。

当代艺术并不是前卫和惊世骇俗的代名词，
舒勇认为，当代艺术应该要有更多有用于生活、
有用于社会、有用于国家、有用于时代的思考和

介入。2006年至 2008年，他以首先爆发于美国的
金融危机而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为背景，创作了
名为“肉的寓言，施瓦辛格”的雕塑，暗喻超级
帝国的臃肿和脆弱。2010 年，他开始创作“中国
力量”，作品计划用10年的时间收集上百万人的手
印，组成一个巨大的中国图腾柱。“每个人捏泥巴
的力量不一样，捏出来的形状也不一样，指纹印
了上去，最后变成一块印有生命密码、有时代情
绪的作品，那才是有意思的。”

已投身当代艺术 20 余年的舒勇，现在坚持每
天画水墨画。他自小学习传统绘画，颇有功底。
年轻时他抵抗传统，不喜欢水墨画、京剧、地方
戏曲等一切传统的事物，但随着时间的积淀、艺
术的积累以及和社会的碰撞，他重新审视起传统
才发现，“传统特别重要，它在不知不觉地改造
你，使你变成今天的样子。”

未来，舒勇计划带着“丝路金桥”到全球去
巡展，不过它会从中国赵州桥变成到巴基斯坦
桥、俄罗斯桥、意大利桥……无论变成哪种形
态，他想表达的都是同一个主题——只要有文化
这座桥，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人们
就能相通相融。这也是他以艺术之名对这个时代
的回应。

35 岁即被徐悲鸿誉为木刻界的“老前辈”，
他，就是中国著名版画家、美术教育家、新兴木
刻运动的先驱，中国现代版画事业的奠基者——
李桦。日前，“桃李桦烛——李桦诞辰一百一十周
年纪念展”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展览围
绕李桦三个不同的文化身份“先锋骁将”“美院先
生”“木刻作家”展开，呈现出一个可观、可感、
可阅读的李桦艺术世界。

李桦 （1907—1994） 一生的艺术追求和思想
理念，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历程紧密相连。青
年时期，他积极从事以民族救亡图存为使命的新
兴木刻运动。中年以后，他以极强的使命感和责
任感，致力于高校版画教育体系建设及美术理论
研究，晚年担任中国版画家协会主席，领导版画
界开展各项开拓性工作。

李桦早期最著名的木刻作品是 《怒吼吧，
中国！》，作于 20 世纪 30 年代全民族反帝救亡的
热潮中。这件作品采用象征手法，以一个被紧
紧 捆 绑 、 双 眼 被 遮 蔽 的 痛 苦 而 屈 辱 的 男 人 躯
体，预示一个民族终要起而怒吼和抗争的忍无
可忍的选择。从这件作品中，不仅可以看到作
者结实明快的画风和苦心经营的处理，也可以
看出他在木刻民族化上的努力。作品有强烈的
视觉冲击力，是 20 世纪 30 年代新兴木刻的力作
之一。

李桦为人光明磊落、朴实无华，其为人师表
的高尚品德与艺术品质一直为人称颂。版画家伍
必端说他像一颗“透明的钻石”，黄永玉以“一切
人格和艺术的赞美，只有李桦当之无愧”形容他
的高尚品德。

秋 林风眠秋 林风眠

让文化走进人心
□ 赖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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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勇的“丝路金桥”景观作品亮相北
京奥林匹克公园。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舒勇：艺术应多些建设性创新
□ 本报记者 郑 娜

化作桦烛桃李香
□ 赖 睿

化作桦烛桃李香
□ 赖 睿

怒吼吧，中国！ 李 桦

漫画具有多种功能，在革

命年代，漫画发挥着匕首和投

枪的作用；在新时代，在学习

中共十九大精神的热潮中，则

展现了漫画作为“时代笑脸”

的艺术魅力。

图像时代的活化石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美术》卷对于漫画的
定义是：以简练的手法直接表露事物本质、特征
的绘画。它不受时间、空间等条件的限制，习惯
采用夸张、比喻、象征等表现手法和形式。有较
强的讽刺、歌颂、抒情、娱乐等方面的功能，并
善于表达作者对世事人情的看法，尤以讽刺与幽
默见长。

漫画强调了作者心意和观点的表达，需要用
最简洁的笔墨表达最明确的意义，当然，明确不
等于一览无余的直白。因此，漫画作者需要具有
思想和美术两方面的修养。就这一点而言，漫画
与注重修养和个人感受的中国传统文人画，可以
说有一定的同源性。

目前，中国最早的漫画可追溯到汉代山东武
梁寺石刻画像《夏桀》。古代知名的漫画作品有九
世纪画家石恪的《二祖调心图》，南宋画家梁楷的

《泼墨仙人图》等。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漫画《一团
和气图》，其作者竟是明朝皇帝朱见深。

人民日报社老社长邓拓认为，“以善恶对比为
题材的绘画，就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漫画’的
表现形式之一”。这个标准依然是现代漫画的核心
价值。

仁爱心灵的表达

说起现代漫画，很多人会想起进入中小学课
本的《护生画集》。它是由一代高僧弘一法师与他
的学生、艺术家丰子恺等合作完成的。画集中，
童心质朴、意蕴绵长的画面与饱含教人向善的人
生哲理、优美动人的文辞深深地打动了几代人。

护生，原本是佛教中爱生敬养的思想，包括
与人方便、给人救济，给人善因好缘，助成别人
的好事等。在今天倡导的和谐社会中，就是人与
自然、人与自我的和谐。

早在 1904 年，蔡元培主编的 《警钟日报》 已
开辟《时事漫画》栏目。1925年，《文学周报》连

续刊登丰子恺的画，并特别注明“漫画”二字。
1926年，《子恺漫画》结集出版。丰子恺为漫画名
称在现代中国的统一和普及发挥了巨大作用。

丰子恺的漫画概括洗练，以仁爱之心描绘童
真天趣，充满生活情趣，如 《阿宝两只脚，凳子
四只脚》《瞻瞻底车 （二） 脚踏车》，也有对民族
复兴的歌颂和期望，如 《归来报明主 恢复旧神
州》《胜利之夜》等。丰子恺的漫画，成为一代代
中国人心向美好、热爱生活的心灵温泉。

画家吴冠中晚年说，年轻时觉得丰子恺画得
太简单，如今才觉得他的深刻和高明。

时事精神的图谱

漫画是现代人类社会最普及的图像阅读。因
创作便捷、意义指向易懂，漫画更是手绘图像传
播的首选。今天的漫画，已成为世界各国时事新
闻的精神图谱和跨文化传播的新闻艺术语言。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以漫画形式塑造领袖形
象、传播中央精神，已经深入人心。2014 年，北
京千龙网编辑部为更好地促进“两学一做”活动，成
立了“习近平漫画制作小组”，创作题为“习主席的
时间都去哪儿了”的漫画，深受网友好评。漫画还
引起了境外媒体的关注，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台
湾《联合报》、《香港经济日报》等分别报道。

2015年，“群众路线系列动漫”短片中，出现
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挥棒“打虎”的画面，受
到境外媒体的“好奇和围观”。美国多维新闻网刊
文称“习近平挥棒打虎卡通画，尺度大惊人。”新
加坡联合早报网发表 《反腐动漫网上传习近平

“打虎”卡通形象引关注》。
2017 年，为了让芬兰的读者“走近”习主

席，《赫尔辛基时报》 联手“人民网”共同推出
“习近平主席的故事”系列卡通。

几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亲民漫画的出现，已
被中外读者解读为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风向标。
中新网引用香港 《成报》 的报道说，分析人士认
为，“习近平漫画”与1984年时“小平你好”标语
出现的社会背景相同，是“改革开放”再次令民
众充满期许，人们对政治领导人的亲近心态。

（作者为中国美术报编委）

漫画：时代的笑脸
□ 肖 敏

胜利之夜 丰子恺

◎艺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