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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黑龙江省美术馆、黑龙江省版画院、英国木口木
刻家协会、英国木版教育信托联合主办的“归来的木刻
——黑龙江省美术馆藏中英当代版画作品展”日前在黑
龙江省美术馆展出。来自60位中国艺术家的60件中国木
版画作品与来自英国木口木刻家协会 8 位艺术家的 43 件
木口木刻作品同期展出。

20余年前，两位欧洲人博林德和冯德保遍访中国大
江南北的版画名家，短短几年间就收集了数千件中国木
版画精品，并在伦敦创立欧洲木版基金会 （后改为英国
木版教育信托）。1997年该机构邀请60位中国木刻版画家
创作木刻作品，并于 2003年向全世界发行 《木版画原作
集》。黑龙江省美术馆自2008年起与欧洲木版基金会常有
业务往来，并于2016年通过该基金会收藏到这60件中国
当代木版画作品，使得这套原先并不为国人熟知的中国
木版画原作集从英国回归故土。

英国奥斯特大学艺术学博士何为民介绍，这套原作
集作品所用技法多样，包括水印、粉印、油印、黑白、
套色、绝版、饾版、拼贴版等刻印技法。他说：“上世纪
90年代中国艺术界思想活跃，中国艺术家对传统版画的
继承与发展、对民间艺术的兼收并蓄以及对西方艺术
的大胆借鉴都在这套作品集中得到体现。这套原作集
已被视为中国版画现代发展及走向广阔世界的一个里
程碑。”

2016年，与 60件中国木刻作品同时入藏黑龙江省美
术馆的还有 43件英国木口木刻家协会会员的木口木刻原
作。英国是木口木刻的发源地，18世纪末英国版画家托
马斯·比维克首先采用黄杨木横剖面刻制木口木刻制作书
籍插图，创造了白线法刻制精细丰富的色调，堪称凸版
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技术革新。英国木口木刻历经两个
多世纪，几经沉浮，至今依然有一批专事木口木刻的版

画家执著于继承传统和开拓创新。据介绍，此次展览中8
位英国版画家创作的 43件木口木刻作品可以说代表了当
今英国木口木刻的整体面貌。

归来的不仅仅是木刻，也有超越民族和国界的对美
的共同追求。中、英两国都有木版画创作传统，英国是
木口木刻的发源地，而中国是木版雕刀印刷术的发源
地，也是复制木刻的故乡。本次展览旨在通过英国部分
当代木口木刻作品与中国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当代木版
画的同时展出，展现中、英两国美术界关于各自木版画
传统的传承和发展面貌，以及木口木刻与木面木刻在形
态上的差异，同时通过对比管窥中英两国的文化异同。

版画是东北地域文化的重要代表，一直以来在促进
地域文化及中外文化交流中担任着重要角色。此次

“归来的木刻——黑龙江省美术馆藏中英当代版画作品
展”不仅是文化和旅游部 2018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
出季项目，也是“一带一路·黑龙江艺术家国际艺术交
流项目”。

与此同时，由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牛津孔子学
院、黑龙江省美术馆主办的“黑土魂——中国·黑龙江版
画欧洲巡回展”首展及相关艺术交流和采风活动也正在英
国举行。今年下半年，黑龙江省美术馆还将与英国木版教
育信托合作编辑出版《汉英对照实用版画词汇手册》。

版画，正以其独有的优势为中英文化交流铺就一条
新的道路。

日前，由清华大学、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
国家画院主办“光华——袁运甫艺术之美”在清
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举办本次展览是对 2017
年辞世的袁运甫的纪念，通过梳理他的艺术思想和
作品，追寻一个艺术家的人生之路和美术史意义。

袁运甫，1933 年生于江苏南通，画家、教育
家。展览展出油画、水粉画、水墨画、彩墨画等
123幅作品，呈现出袁运甫在绘画领域的成就，特
别是他在现代色彩学和水墨艺术现代性的探索和
成果。

第一部分主要展示了袁运甫的西画创作。上
世纪 50年代，中国艺术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
使艺术参与到社会的剧烈变革中。袁运甫选择到
生活中绘画，并从欧洲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
现代主义艺术中研习艺术表现规律。上世纪 70年
代初，袁运甫在河北获鹿县农村务农，其间画了
大量的写生作品，如《猪市》《井》等，从科学的
光影入手，又融合了中国年画、敦煌壁画以主观
色彩为特征的表现方法，展现出深具中国本土乡
情和人文情感的西洋水粉画作。这是袁运甫水粉
画创作的成熟期。

西画创作之外，袁运甫也没有忘记对水墨、
彩墨画的研究。“第一阶段，父亲认为线造型是中
国绘画的根本，因此上世纪 60年代初以线造型的
作品为主；到了第二阶段，父亲的创作开始强调
重彩画，他通过艺术实践形成了色墨交融的新水
墨风格；第三阶段的创作比较自由，开始追求一
些现代性的表达。”袁运甫之子、本此策展人之一
袁加介绍说。

袁运甫的人生理想是用艺术来促进社会的进
步，他坚信艺术让世界更美好。因此，公共壁画
艺术之梦引领着袁运甫的艺术人生。

1972 年，袁运甫接到为北京饭店大堂创作壁
画的任务，他创作了《长江万里图》。1977年，袁
运甫受邀为毛主席纪念堂创作壁画及公共艺术作
品，他和黄永玉合作了纪念堂北大厅巨幅壁画

《祖国大地》，还为纪念堂创制建筑檐下陶瓷浮雕
《花环》。1979年，袁运甫辅佐张仃组织了举世瞩
目的首都机场壁画群的工作，他自己创作了壁画

《巴山蜀水》，以工笔重彩描绘了从山城重庆到长
江三峡的沿途景色，画面气势凌云、景色宏丽，
正是他“大美术”理论所追求“中国气派和现代
精神的面貌”的直接反映。

最能体现袁运甫“大美术”概念的作品是他
在北京太庙的大型编钟作品《中华和钟》，这件作
品使用了金、钢、铜、铁、漆、木、皮、玉、布9
种材料，运用到刻漆沉金工艺、雕漆剔红浮雕工
艺、木浮雕贴金工艺、锻铜浮雕工艺、大漆云雕
工艺、钢体敷灰髹漆工艺、挂件贴金工艺、玉石
刻制工艺、铸造工艺9种工艺，充分显示了袁运甫
在工艺与设计领域的综合才能。

之后几十年，袁运甫分别为国家大剧院、首
都机场第二航站楼、尼泊尔议会大厦、北京地铁
建国门站、北京世界公园、北京建国饭店、北京
燕京饭店、西安理工大学、南通中学、桂林七星
公园、桂林西山公园等地创作大型公共壁画作
品，践行着“艺术为社会服务”的理想。

袁运甫的艺术以“新色彩学”实践为突破
口，以“新水墨”为追寻目标，用“大美术”来
引领社会审美进步。“他也为自己大美术的理想、
新中国画的理想、大壁画的理想、艺术强国的理
想、艺术大美的理想奋斗了一生。他不仅把中央
工艺美术学院的‘装饰’旗帜高高举起，而且让
我们后代坚信不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资深教授
刘巨德说。

为纪念摄影家石少华诞辰 100 周年，由中国美术馆
主办的“韶影华章——石少华摄影回顾展”日前开
幕。此展是“文化和旅游部 2018 年度国家美术作品收
藏和捐赠奖励项目”，也是“中国美术馆捐赠与收藏系
列展”。

展览通过战争年代的新闻摄影，新中国成立后的纪
实、艺术摄影等多角度呈现石少华60年的摄影历程与成
就。石少华不仅擅长新闻摄影，同时在人像、风光、舞
台摄影等方面都有深厚的功底。他的作品表现形式新颖
多样，具有真实、自然、生动、质朴的特色。

“解放十年前后，山河万里金瓯，工农服务上镜头，
留下革命春秋。”郭沫若的这首诗展现了石少华不平凡的
一生。

石少华的摄影创作成熟于硝云弹雨的烽火岁月，
他将手中的相机当作武器，以拍摄的新闻图片作为载
体，为救亡图存呐喊抗争。他是中国杰出的摄影艺术
家，和沙飞、吴印咸并称为解放区三大摄影家。从事

摄影工作 60 载，石少华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
烽火，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敌后根据地摄影事
业的开拓者之一。

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拍摄了大量的新闻照片，记录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革命活动，反映了解放区军民英
勇战斗的光辉事迹。主要代表作有 《毛主席和小八路》

《毛主席与杨家岭农民谈话》 及 《白洋淀上的雁翎队》
《地道战》等系列作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石少华长期主持新闻摄影
工作，后来又成为全国摄影界的主要负责人。他先后参
与筹建了新闻总署新闻摄影局、中国图片社、新华社摄
影部、中国照片档案馆和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前身——中
国摄影学会，为中国摄影事业做出重要贡献。这一时
期，他的工农兵人物、工农业生产、城市景观等系列作
品具有社会主义的符号特征。烙印在一代人文化记忆中
的革命样板戏，也有不少经典剧照出自石少华的镜头
中，成为永恒的瞬间。

近日，中华艺术宫新辟常设展“海上明月共潮生
——中华艺术宫藏华人美术名家捐赠作品展”。150 余件
展品，均来自历年来艺术家及家属向中华艺术宫 （前身
为上海美术馆） 捐赠的珍贵藏品。

展览共分为“春江推潮后来人”“融合中西为吾志”
“敢叫日月换新天”与“为有墙外暗香来”四部分，展示
了吴湖帆、谢稚柳、钱瘦铁、唐云、关良、林风眠、丰
子恺、贺友直、李青萍、萧勤等人的作品，呈现出华人
艺术家在中国近现代美术进程中的多元探索。

“春江推潮后来人”单元展示的作品，出自“汇入我
民族固有之美术，抱持其以往之光荣”的艺术家之手，
展示包括谢稚柳、唐云、江寒汀、吴湖帆等人的作品。
他们曾接受过系统的文人画训练，在传统艺术中浸淫多
年，传统绘画功力非常深厚，又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发
展，具备鲜明的个人风格。

如何对待汹汹而来的西方文明，关乎本国的未来
是否能够成功地进行现代化转型，这是中国近代政治
和文化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曾在思想界经过反复的大
讨论。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美术界。“融合中西为吾

志”这一单元，涵盖了林风眠、关良、吴冠中等融合
中西的艺术家的作品。他们各呈风姿的艺术作品，显
示了在“中西融合”宏大命题之下，个人所作的多元
探索。

为人生、为大众的艺术，是在近现代美术启蒙时期
出现的最重要的美术思潮。传统文人画的精英化倾向以
及脱离民间大众生活的弊端，在近代知识阶层中引起了
普遍的反省。抗战爆发之后，救亡压倒启蒙，为大众的
艺术成为主流。紧贴时代、反映民间大众真实生活的艺
术图式，直至今日依然影响着美术创作。“敢叫日月换新
天”部分展示了包括丰子恺、贺友直、刘旦宅、沈柔坚
等人的作品。

“为有墙外暗香来”这一单元主要呈现曾长期生活在
海外、受到西方艺术观念影响的艺术家作品，包括贺慕
群、李青萍、萧勤等艺术家的作品，有着强烈的西洋味
道，也有自己的个人风格。他们不同于文化上保守的传
承派，也不同于以“中西融合”为志向的革新派，其作
品中有中国元素，但总体面貌更倾向于学习西方。他们
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不可或缺的部分。

呈现近现代华人美术精品
□ 彭 欣

归来的，不仅仅是木刻
——版画铺就中英文化交流新路

□ 肖 江

归来的，不仅仅是木刻
——版画铺就中英文化交流新路

□ 肖 江

袁运甫：
艺术为社会服务

□ 杨晓萌

石少华：用影像铭刻国家记忆
□ 赖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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