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美术大观责编：赖 睿 邮箱：lairuismile@126.com责编：赖 睿 邮箱：lairuismile@126.com

2018年8月16日 星期四

开放氛围激发创新活力

南粤百年，其命惟新。在中国近代史中，广东一直
是时代大变革的前沿和中心。1978年改革开放，广东作
为南大门在全国先行一步，历史又一次给了广东先机。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长足发展，对美术领域的创作走
向和艺术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广东美术走向繁荣和多
元发展的新时期。

美术家最先感受到改革开放的鲜活气息。1977年5月
纪念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 35周年“全国
美术作品展览”，廖冰兄的漫画《自嘲》和唐大禧的雕塑

《欧阳海》等多件广东作品入选。汤小铭着意探索油画人
物肖像技巧，以李四光为题的油画 《让智慧发光》 获第
五届全国美术展览 （1979 年） 三等奖。邵增虎的油画

《农机专家之死》，被廖冰兄评价为“冲破了禁区，表达
了历史的反省、生活的真谛”。老一辈艺术家焕发艺术青
春，关山月、廖冰兄、黄志坚、陈卓坤、王肇民等人都
有突破性发展。由于高考恢复和研究生培养，陈永锵、
周彦生、涂志伟等一批中青年美术家脱颖而出，在全国
全省美展都获得引人注目的成绩。“文革”后期新崛起的
一批人，成了广东美术界的骨干和创作主力。许钦松、
黎明、李劲堃、俞畅、林若熹、方楚雄、林永康、孙
戈、黄增炎、孙洪敏、范勃等人，都在二十世纪后期开
始承担重任，成为活跃的美术家。

1988年9月，关山月在广东画院办个人画展，研讨会
在广东迎宾馆举行。关山月强调，“不动便没有画”。他
说想画祖国大地，一年画一张类似 《绿色长城》 这样的
大画，还想画西沙。这种艺术取向，颇具岭南画派特

征，在广东有着广泛影响。备受关老扶掖的王玉珏，创
作出带有鲜活生活气息的新国画《卖花姑娘》，获得第六
届全国美展银奖。多年在广州美院任教的人物画家杨之
光创新没骨画法，画出一批情思交融的新作，推进了中
国水墨的表现力。上世纪 90年代从安徽回广东居住的赖
少其，“丙寅变法”开出新面目。在雕塑界，潘鹤1982年
创作的“珠海渔女”，1983年的“开荒牛”，成为以雕塑
标记时代的重量级杰作。梁明诚创作出 《醉花》《钢琴》
等一批现代城市雕塑创作，还带出了黎明等广东雕塑界
的后起之秀。

颇具说服力的另一领域是现代艺术设计。广州美术
学院率先对设计学科教育改革，将艺术融入生活、融于
社会建设，在全国最早建立起“三大构成”教学体系。
在应用上也创造了若干个全国之最，如独立设计的第一
家五星级酒店——东莞银城酒店，第一个获鲁班奖的机
场候机楼——湖南长沙黄花机场，还有占全国一半数量
的博物馆展示设计。广州崛起的现代形态广告，是中国
当代广告业前驱。这些让人记忆犹新的广东美术影像，
是经济腾飞年代艺术与社会互动的惊鸿一瞥。

广东的开放氛围，激发出改革开放时代的创新活
力，一批富有锐气的艺术家迅速崛起。第七届全国美展
获奖的许钦松的 《潮的失落》、李劲堃的 《大漠之暮》，
散发着传统与现代碰撞摩擦的新气息。上世纪 90年代初
广州出现的“后岭南”群体，表明一批年青人着意于承
继岭南画派革新精神，其新表达手法中包含着对新都市
人文精神的反思。广州美术学院黄一瀚的“卡通一代”，
则关注起电子时代“后人类”的生存，力图揭示都市化
进程中的商品化、世俗化时代特征。2008年，“5·12”汶
川大地震发生后，广东 130 多位油画家连续 18 个昼夜，
联合创作出长 60 米的大型史诗油画长卷 《地恸·重生》，

展出引发巨大反响，之后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其命惟新又延续艺术传统

广东毗邻港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是对外开放
窗口，很多国外新事物新观念最先从广东传入，然后推
向全国。40年的美术创作与思想解放，与艺术多样化紧
扣一起。开放的新观念和广阔视野，为艺术带来融会、
交叉、拼接、重组和新生的契机，多样化生态从而形
成。美术创作繁茂，美术教育兴盛，艺术设计崛起，艺
术市场成长，中国特色的新美术为民族伟大复兴宏图增
添了绚丽一笔。

2017 年，在北京、广州和深圳举行的“其命惟新——
广东美术百年大展”，引起全国广泛反响，专家们为广东美
术总结出“得风气之先、领时代之新、走变革之路”的特
征。今年，“大潮起珠江——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全国美
术作品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广东作为主办方参
与筹办这次高规格的全国美展，2／3的展品出自广东美
术家之手。这是今年中国美术界最重要的大展，270余件
展品延展了一层全部展厅，分为“春潮澎湃”“急流勇
进”和“扬帆逐梦”三大板块，对 40年中国美术发展历
程做了梳理。展览雄辩地说明，改革开放 40年是中国美
术百年行程中获得最大发展机遇的年代。

在此次“大潮起珠江”展览中，广东作者的作品包
括关山月 《龙羊峡》、黎雄才 《万古长青》，潘鹤 《开荒
牛》、王玉珏 《卖花姑娘》、汤小铭 《李四光》、胡一川

《南海油田》、杨之光《九八英雄颂》，还有黄一瀚的“卡
通一代”、李劲堃《千年结》、许钦松《高原甘雨》，还有
方楚雄、范勃、林蓝等一大批人的作品。可以看到，改
革开放 40年的广东美术一直扣紧时代脉博，紧扣现实生
活去创作，延续和光大了岭南画派切入社会面向生活的
传统，展现出当代广东美术家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情
怀以及勇于创新的精神。

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广东在文化艺术领域却保持着
一份特别的定力和坚执。一些现象值得进一步思考。这
些年来，一些艺术上过于时髦、激烈的现象在广东并没
有太多市场。例如卖艺式的“丑书”、表演式的行为艺术
在广东不大受待见，但并没有谁来指责广东人保守。广
东人见多识广，开放得早，对于什么才适合自己、哪些
能为我所用，更有理性也更见定力。这样的平和心态，
也让广东文化和广东美术的行进更符合本体逻辑。

登高临远，意气风发。从改革发端，深化改革，再
到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广东
和当代中国的美术家将书写更璀璨新篇。

（作者为广州美院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所所长、中国
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管峻在中国书坛属于少壮派，青春、活力，
又有年轻人少有的沉稳。他在书画艺术方面的精
深让我赞叹。为这样的艺术家写评论感到处处可
以说，又怕处处说不透。好作品经得起时间的磨
洗。多年之后，我依然有热情和兴趣谈论管峻的
书画，说明他的作品包含某种经典的元素。

管峻的书法自成一格，楷书有着鲜明的辨识
度。这种辨识度来自他深厚的功力和学养，他的
楷书神似唐楷，味近明清，但根子还是扎在汉
简。汉简比之后来的楷和行，常常多出几分天真
和烂漫，而管峻的作品在雍容高远的笔墨之中，
传承了这种天真和烂漫。王国维在 《人间词话》
中说：“词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诗人如此，
书法家也应是保持一颗赤子之心。失去赤子之心，
就会媚俗，就会迎合商业需求。笔墨固然可以苍
劲，但艺术的内核在于以不世故的性情去对抗世故
的平庸和流俗。管峻以自己的真诚和纯然，在笔
墨中书写了一个艺术家的诗人之心和赤子之心。

前不久，在南京看了管峻的展览，书法依然
精进，或许因为到了北京的原因，又增添了几分
大气和壮阔。而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他新创作的
墨竹。这幅巨大的墨竹图，让我有触电的感觉，
内心关于竹的记忆似乎被激活。“岁寒三友”松、
竹、梅是中国文人笔下的爱物，常常用来形容胸
怀、气节、精神、毅力，也用作自喻和寄托。管
峻的竹有着一种当下画坛少有的清劲，笔墨浓浅
相宜，疏密更是透彻。难得的是，他在疏密浓淡
之中透露出来向上的心、挺拔的腰。

郑板桥的竹已是人格化，他关注民生和怀才
不遇的情怀尽在墨竹里得到表现，后人很难超
越。管峻另辟蹊径，他的墨竹让我看到了风雨，
看到了霜雪，还看到了阳光。这是一个生命力旺
盛的象征物，是一个有大心脏的运动体。或许与
从军经历有关，或许与平常热爱运动有关，管峻
的墨竹洗脱了幽怨，褪却了愤懑，充溢着奋进、
坚强和光明。

余秋雨称管峻的作品是“初唐”风韵，我觉得很
有道理。初唐不是李白的飞扬和张狂，也不是杜甫
的抑郁沉顿，更不是李商隐、李贺的诡异朦胧，初唐
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情怀，是“落霞
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胸襟。

这是初唐，是生命风帆前行的表征。因此，
管峻的竹有挺直向上的腰杆，风吹不折、雨袭不
弯，不是傲骨，而是战士的身姿。我看管峻的
竹，总想到自己年轻的岁月，它们虽已消逝，而
管峻记载、保存下来了。

艺术就是留住一些大自然要消灭、剥蚀的物
质和神情，管峻做到了。

“文脉传薪——2018中国写意油画学派作品年展”日
前在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举行。本次展览围绕“家园”
的主题，集结 87位艺术家的近百件作品，力图呈现中国
写意油画学派在该领域的全新探索。

油画从西方传来，经过几代艺术家的研究与创造，
成为表述中国文化主题和表达中国思想观念的视觉载
体，更成为表现中国画家文化情怀的语言。在全球文化
交汇的情境中，中国油画需要寻找自己发展的路向。近
年来，一大批油画家重视在文化精神层面弘扬传统、驻
足本土、探索创造，体现了一种新的文化自觉。“写意油
画”就是当代中国油画的一种新的学术现象，也体现了
中国油画家新的文化选择。

展览总策划、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表示，“写意
油画”的本质支撑和内在学术理想是“写意精神”，这也
是许多画家在探索上持续投以热情的根本动力。作为中
国艺术传统的重要特征，“写意”的内涵博大精深，包含
了人与自然、自我与世界的交融，也展现了具有东方文
化属性的语言特征。许多艺术家一方面投身自然，驻足
热土，脚踏中国山川大地，面向丰富的现实生活，在作

品中表达出鲜明的现实感；另一方面努力从中国传统文
化的思想观念和视觉方法论上汲取营养，反拨图像时代
对绘画语言的冲击和影响，在学术文脉上展开实践的传
承与探索。

对于此次展览的主题“家园”，关山月美术馆馆长陈
湘波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总有一种对“家园”的依恋，

“家园”作为人类的心灵归属，有着极强的向心力和凝聚
力。“家园意识作为一种文化积淀，体现中国文化根性和
民族的文化精神，也促使艺术家热切关注自己当下的生
活和精神家园，并以自己独特的审美方式关照和反映当
代生活和精神的家园，而使这种家园意识在新时代彰显
出新的文化意义和美学价值。”

作为本次展览的年度关注艺术家，赵培智的作品描
绘新疆地区朴素的日常生活，整体概括的手法传达出当
地人淳朴的精神面貌；张新权的作品则带着浓郁的时代
风貌，不管是画里的渔船还是城市景观，似乎是数字时
代的隐喻……艺术家们以多元的文化视角体悟人文自
然，在写意精神的引领下，挣脱油画表现技法流派的束
缚，抒胸中意气，写神州风华。

由中国美术家协会新文艺群体（组织）展览与
推广中心、文化部恭王府博物馆展览活动部、中国
国家画院版画院共同主办的“春风春雨中国——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新文艺群体版画提名展”日
前在北京举行。展览共展出版画作品 90余件，这
些作品或画风独特雄奇，或蕴藏诗般意境，或精
雕细琢镂云裁月，或疏朗俊逸传神写意，生动反
映了中国当代版画创作的面貌和发展趋势。

参展艺术家由特邀版画家和新文艺群体版画
家组成，其中特邀版画家 13人，包括张远帆、代
大权、王僖山等，新文艺群体版画家 34人，包括
周斌、郝彦杰、林军等。卓有成就的老版画家和
崭露头角的新版画家同场展出，“学院派”版画家
和新文艺群体版画家共同切磋，体现了美术事业
的薪火相传。 （赵天宁）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广东美术：大潮起珠江
□ 梁 江

日前，由中国美术家协

会、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

广东省文联等主办的“大潮

起珠江——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在北

京举行，8月下旬至 9月下旬

还将在广东美术馆展出。

广 东 是 改 革 开 放 的 前

沿，广东美术在改革开放的

浪潮中也始终引领风气，时

代特征体现得尤为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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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艺群体版画提名展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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