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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至 2018年，是中国发展史上风起云涌、波澜
壮阔的40年。对任何一位在这一时段中拥有创作生活经
历的美术家而言，改革开放表征的丰富情感记忆、创造
激情涌动、观念更新兴奋，是其他经历难于比拟的。40
年，对山东美术来说，是春风得意、连上层楼的大好
时光。强大的能量和活力，通过一位位名家的崛起、一
件件佳作的诞生、一代代新人的成长，化作山东美术的
丰硕果实。

全国美展的艺术品质

这次“能量——改革开放 40 年山东美术发展成果
展”征集了自第 5届至第 12届全国美展的山东籍作者入
选、获奖作品，并根据展览的策展学术逻辑进行特别邀
请，最终集合了301位山东籍艺术家的中国画、油画、版
画、雕塑、水彩·水粉、壁画、综合材料绘画、连环画、
环境艺术、装置艺术、年画、漫画、实验艺术、陶艺、
宣传画、招贴画等十几个门类的作品共283件进行综合陈
设展示。展览规模大、作品多、门类全，作者年龄跨度
长达78年，展示了40年来山东美术迸发出的强大能量。

所有展出作品均创作于1978至2018年间，以入选过
全国美展作品为主的遴选方式，确保了展览的艺术品
质。其中不乏在山东美术史乃至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具
有代表地位的经典作品。《石榴》《繁荣昌盛》 等花鸟画
寄寓的新时期美好祝福，《斗霸》《醒狮》 等作品反映的
革命面貌和刚健精神，《古老的山村》《秋忙时节》《雀

巢》《吉祥腊月》《父老乡亲》《麦子》等不同门类、不同
视角、不同技法的人物画佳作，令观众心潮澎湃。此
外，版画、雕塑、水彩体现出来的创造意识，壁画、综
合材料、环境艺术、实验艺术等门类的全面开花，特别
是占据展览大半比例的人物题材作品，尤其能说明山东
美术创作队伍实力的强盛和山东美术家强烈的现实观
照、创新意识。

传承现实主义创作精神

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深深地影响着山东一代代艺术
家。他们立根脚下的土地、立足所处的时段、投入火热
的生活，对现实主义做出了不同的表达和解读。

改革开放初期，山东美术用淳朴的情感表达凸显了
秉承千年儒乡之风的美学基因。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
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新思想、新体验的增多，更多艺术
家在关注社会主题的同时，更加关注当代艺术问题，注
重创作语言的个性。进入21世纪，山东美术呈现出新的
创作面貌，材料的运用、观念的更新、跨界的融合，使
得创新和多元成为新的自觉追求。

从“老前辈”“中生代”到“新生代”，尽管美术家
的美学观点和艺术风格不尽相同，但是在改革开放的能
量冲撞之下，他们都自由地表达艺术观念、追求艺术理
想。在文脉传承中融合当代文化精神和审美观念，用艺
术的方式描绘改革风貌、抒写人民情怀、展示时代变
化，成为他们共同的特点。

由中国美术馆、刘开渠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刘开渠与
中国美术馆”展览日前在北京举行。观众在一件件见证历
史的雕塑作品中，感受这位人民艺术家的“开渠”之路。

刘开渠是中国现代美术事业、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事
业、中国现代雕塑事业、中国美术馆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
人，中国美术馆首任馆长，人民艺术家和美术教育家。耸
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其整体设计、台座正
面的主题浮雕，就是刘开渠艺术生涯的代表作品。早在上
世纪 30 年代，刘开渠便呼吁建设富有生命力的纪念性雕
塑，以激发国人的民族精神，并于抗战期间创作了 《淞沪
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川军抗日英雄纪念像》《孙中山先
生坐像》等，有重大影响。

“刘开渠与中国美术馆”展览精选刘开渠最具代表性的
60 余件雕塑原作和相关珍贵历史文献，分为 4 个单元呈
现。展览中最广为人知的展品，就是刘开渠为人民英雄纪
念碑创作的大型浮雕 《胜利渡长江》《支援前线》《欢迎解
放军》的人像定型原模。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此次展览让观众再次走
进刘开渠生活的时代、艺术世界和心灵深处，也让当下美
术界与美术馆界重新思考该如何传承与发扬前辈艺术家的
精神，像老一辈艺术家那样担起时代使命。

日前，由中国艺术报社、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
州市文联主办的“新时代﹒新生活”全国速写作品邀请
展暨第四届广州速写作品展在中国文艺家之家展览馆举
行。展览共收到海内外 1800 多位作者逾万幅速写作品，
经评审共展出 230余幅当代速写力作，包括油画、水粉、
水墨、钢笔、铅笔、炭笔、刀刻等各种形式，体现了速
写趋向多元化的发展路径。

本次展览作品，既有海内外名家名作，也有年轻作
者作品，内容紧扣时代，贴近生活，体现作者对描绘对
象的理解和内在情感表达，构成一组感悟生命、赞美自
然、讴歌时代与生活的画卷。展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
代中国速写的水平，也为更多执著艺术、渴望提升的全

国美术工作者提供展示与学习、沟通与交流的平台。
速写是画家见灵性、显才情、练功底的主要基本功

之一。画家对真实事物的体会和对艺术化表达的转换能
力，都可以在速写中显露无遗。广州美协副主席、本次展
览评委孙戈表示：“我们这一代人对速写是有感觉、有情怀
的，从学画那天起，就从速写走起来。现在常讲不忘初心，
速写就是我们的初心。我总觉得画速写是一辈子的事，
其魅力就在于它永远往前走，过程本身就是幸福的。”

参展画家刘筱元表示，速写是短平快的艺术，它最贴
近人民、充满地气。特别是广州速写，曾经在改革开放初
期促成了面向生活、注重写生的岭南画派的新面貌。他希
望广州速写能够成为一个当代美术创作与研究的新课题。

王俊杰是活跃在当今画坛上的中青年画家，艺
术学博士，国家一级美术师，先后师从韦江凡、杜
滋龄、张立辰等名家。他理论功底深厚，视野较
宽，以画人物和马最为出彩。

王俊杰常常深入生活，发现生活的美好，通过
艺术再现，将这些真实的场景变成优美的线条和颜
色。无论是重大历史题材，还是现实生活场景，王
俊杰的创作都从大处着眼，精雕细琢。为了创作

《到黄埔去》《从遵义走向胜利》《沼气池竣工的喜
悦》《好后生》 等历史题材作品，他不仅查阅资料，
还去现场聆听老同志的历史回忆，力求抓住重大历
史事件的闪光点，从一个个丰富的侧面表现英雄人
物的崇高。

在创作中，王俊杰以传统的写实笔法，借鉴西
式构图，强调骨法用笔。他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
把握，发掘其思想内涵，并借助生活元素来表达。
王俊杰用笔大气，点画讲究，笔不妄落，墨色透明
厚重，画面气势宏阔，重形更重神。

王俊杰创作的抗日战争题材巨幅画作 《英魂》

可谓独树一帜。画作以独特视角和构图形式，表现杨
靖宇、左权、彭雪枫等英雄的葬礼。画面中，壮士抬着
英雄棺木缓缓走过，人们带着刀枪、木棍从四面涌来，
喻意化悲痛为力量，誓与敌人血战到底。人群中不
乏少不更事的孩子，喻指革命事业生生不息。

王俊杰在陕西渭南生活了 40年，对这片黄土地
有着深厚质朴的情感。他画的不仅是人和事，更是
内心的情感，是有血有骨、有情有义的作品。《塬上
人家》 与其说是一幅绘画作品，不如说是他儿时记
忆的碎片。秋日里，沟壑纵横的苍茫塬上，劳作归
来的祖孙三代和归圈的羊，姿态生动自然，表现了
塬上人家生活的艰辛充实和丰收的喜悦。《关中风
情》《秦韵》描绘民间艺术家在田间地头庆丰收的欢
快场景。王俊杰以黄河、渭河、洛河取其动势，以
厚厚的黄土取其静势，以华山入画。人们在这片土
地上忘情地引吭高歌，自强不息。

在我看来，王俊杰的人物画注重环境营造，画
面完整丰富，加之笔墨的变化和色彩的渲染，有大
气象和大格局。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山东美术：
在现实观照中绽放能量
□ 崔文涛 王吉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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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山村 王沂东

中国当代工艺美术
双年展举行
□ 郑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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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写”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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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双年展日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开幕。活动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中国工艺美术馆承
办。本届双年展的主题是“弘扬经典·铸造辉煌”，分为

“承古启今·巧夺天工”“薪火相传·演绎华彩”两大篇
章。1000 多件展品中，既有已故老艺术家的作品，也有
当代工艺美术大师、非遗传承人的作品，还有中国工艺
美术馆的部分藏品，涉及新中国成立至今各个时期的工艺
美术代表作。

入选本届双年展的作品来自北京、上海、广东、福建、浙
江、江苏、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安徽、湖南、湖北、河南、
河北、山东、山西、陕西、辽宁、内蒙古、青海、西藏等
地区，涉及工艺门类包括玉雕、石雕、竹木雕、工艺家
具、陶瓷、漆器、金属工艺、织、染、绣工艺、唐卡、玻
璃等工艺门类。

中国艺术研究院主要负责人韩子勇在致辞中表示：“中
华民族心灵手巧，连绵不断的中华文明正是中华儿女从心
到手的杰出创造。中国工艺美术神乎其技，巧夺天工，洋
溢着浓郁的民族精神、中华美学和创造活力。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离不开工艺美术。正因为如此，工艺
美术事业大有可为，一定会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绽放
奇光异彩。”

原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常沙娜在发言中说：“今年双年展
给我们呈现出各地区各品种工艺美术发展的新趋向，使我
们能够更好地迎接新的百年，造就中华民族工艺美术新的
品牌。”中国工艺美术馆专家艺委会主任赵之硕表示：“中
国当代工艺美术双年展每届都会有广泛的好评和极大的突
破。展览引领了中国当代工艺美术的方向，促进了大家对
工艺美术的认知和理解，让工艺美术界步入了新时代。”

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双年展已经成功举办三届，是代表
中国当代工艺美术最高水平的国家级公益型制度性展览。
展览不仅展示了中国工艺美术的创作现状，引领了工艺美
术行业的发展方向，也促进了中国工艺美术创作与研究水
平的提高，推动了工艺美术事业的全面发展。

向新时代致敬 刘开渠

石榴 于希宁

父老乡亲 李 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