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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汇中西开拓创新

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徐里
在座谈会上介绍了四位先生杰出的艺术造
诣。何香凝的画作讲究立意，她常借对松、
梅、狮、虎及山川等的描绘，抒情明志。她
的充满斗争之意的作品记录着本世纪初叶以
来中国社会的变幻风云，是中国现代史的缩
影。丰子恺的一生始终致力于艺术创作和中
国艺术教育，对中国美术及人文历史的发展
具有独创性的贡献。他贴近现实又充满生活
情趣的漫画作品，深受国人喜爱，伴随了一
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成长。吴作人是中国美术
史上承前启后的杰出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
中国油画学派的代表人物，中国水墨画新风
格的创建者，是一位富有人文修养、品格高
尚的学者型画家。王琦是中国版画艺术奠基
人之一、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参与者，是在艺
术创作、美术史论、美术教育、美术活动等
方面都取得杰出成就的美术大家。

中国美协主席范迪安指出，这四位先生
是在美术领域开拓创新的勇士。何香凝创作
的把水墨和彩墨相结合的作品，一直影响着
岭南画派，她也成为这个画派重要的领导
人。丰子恺的个人艺术风格在中国独一无
二，他在书法、散文、翻译等文艺领域同样
卓有成就。吴作人在油画民族化的创作中做
出先驱者的探索。王琦的艺术探索、创造和
奉献在中国美术事业丰碑上留下了深刻印
痕，为中国美术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同时，四位先生都是学贯中西的大
家。他们在艺术创作上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文
化神韵，希望融汇中西文化并取其精华。何
香凝、吴作人都先后留学东瀛和西洋。他们
留学时对西方美术的见地和研究，最后都结
合了我们的民族传统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
王琦最早研究西方现代艺术史，写了大量文
章和著作，所以他的版画创作也是坚持中西
文化的融会贯通。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于
艺术创作中进一步突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
主题。

中国美协名誉主席靳尚谊在发言中回顾
了自己和老一辈先生学习、交往的往事。他

认为，在新时代，四位先生的艺术精神和人生
信念值得大力弘扬和提倡。四位先生不仅具
有很高的传统文化修养，学贯中西，而且在从
艺做人上都堪称楷模，做到了德艺双馨，值得
我们后辈铭记和学习。

范迪安认为，四位先生的艺术理念于今
日仍有传承意义、思考价值。他们当年提出
的许多理念，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美术事业发
展的重要课题。我们要在他们的基础上，把
他们的精神、探索方法与实际美术创作结合
起来，以此推动中国美术的时代发展。

徐里表示，何香凝、丰子恺、吴作人和
王琦四位先生是中国美术事业的开拓者、奠
基人、领路人和建设者，他们是卓越的艺术
家，也是杰出的美术教育家。他们的人生经
历和艺术活动与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休戚相
关；他们的教育思想和学术观点对美术教学
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建立有重大意义；他
们的杰出成就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创造了时
代的高峰、树立了不朽的丰碑。

胸怀天下关照现实

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术
报总编辑张晓凌在座谈会上谈到，四位先生
经历的时代，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回味的时
代。在那样一个时代，中国美术的一个重要
主题就是启蒙——唤起社会民众来谋求中华
民族的发展之路。关照现实，让艺术救民族
于危亡之中，是 20世纪前半叶中国美术非常
重要的特征。

徐里在座谈会上也谈到四位先生的艺术
创作和民族信仰之间的关联。他认为，一个
有抱负、有担当的艺术家总是把自己的创作
与国家与民族的需要，与社会和人民的需求
紧密相连。而在四位先生的艺术创作中，这
种关联也是处处显现的。

范迪安认为，何香凝的创作和革命生涯
一直联系在一起。除了有松、梅、竹等体现
她自身的理想之外，她还画醒狮的作品，这
是 20 世纪最早关于民族觉醒和奋起的一种
象征性表达。同样，丰子恺在创作中崇善崇
真崇美，关注平淡恬静的生活细节，这是用
另外一种方式记录了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人

需要的道德伦理和所期待的理想生活。吴
作人画纤夫，王琦创作石工，都是 20 世纪前
半叶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性印记。四位先
生把民族命运与自己的艺术创作结合在一
起，也把前辈的家国情怀、忧患意识传承到
了当代。

中国文联党组书记李屹高度评价了四位
先生在艺术创作中体现出的家国情怀、忧患
意识。在复杂的历史环境当中，四位先生汲
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给养，“以古人
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国艺术的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艰难的历史条
件下，坚定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
共的人生信仰，胸怀着“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以笔代枪，
发出振聋发聩的艺术之声。

爱国为民崇德尚艺

如何学习、传承四位先生的优秀品质？
李屹认为，纪念四位美术大家，要从他

们不畏艰难、筚路蓝缕的开创精神中汲取力
量。在困难的条件下，他们用逢山开路、遇
水搭桥的闯劲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毅力，克服
一切阻力，咬定青山不放松，在中国画艺术、
油画艺术、版画艺术、漫画艺术等领域为中
国现代美术做出开拓性的杰出成就，创造出
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艺术高峰。

纪念四位美术大家，就要从他们坚定的
追求和信念中汲取力量。他们满怀着对民
族、国家和人民的责任与担当，满怀着对中
华文化艺术的高度自信和坚定立场，满怀着
发展中华民族艺术的理想主义和奉献精神，
坚持艺术创作为广大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
服务的坚定信念，矢志不移，始终保持着一
颗赤子之心。

纪念四位美术大家，就要从他们的深厚
道德修养，自觉追求德艺双馨的行为中汲取
力量。四位前辈老先生率先垂范，他们在为
人、为师、为艺等多个方面都堪称楷模，以高
尚的道德情操为立身处世之根，清清白白做
人，不遗余力提携后辈，苦心孤诣追求艺术高
峰，引导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他们是一代

“爱国为民、崇德尚艺”的杰出代表。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也是中俄建交
七十周年。1 月 6 日，作为中俄建交七十周年的开年献礼，
中国美术家协会携手俄罗斯联邦美术家协会、俄罗斯国立苏
里科夫美术学院，共同主办了“故乡——西多罗夫、妥木斯
油画展”。这是中俄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两国的艺
术爱好者而言，也是一场不可多得的视觉盛宴。

70年来，能够亲身经历、亲眼见证中俄两国友谊的老一
辈艺术家无不进入耄耋之年，此展的两位艺术大师正是这样
的耄耋老人。西多罗夫曾担任俄罗斯美协主席 20 多年，为

俄罗斯的美术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他继承俄罗斯风景画传
统，将毕生情感投射在俄罗斯广袤辽阔的土地上，以精湛
的油画艺术与高尚的人格魅力，成为俄罗斯国宝级画家和
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生于内蒙古的妥木斯，作为油
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同样殊荣无数，是中国当代卓有成就
和颇具声望的艺术家。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妥木斯的油画
就在中国艺坛脱颖而出。他的艺术扎根内蒙古大草原，其油
画作品常常以蒙古族的生活场景，尤其以骏马为创作主题，
用骏马指代中华民族的雄浑气概和悠远诗意。同时，他又吸
收西洋油画精髓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画面简洁、单纯，表

现出油画造型的独特神韵，形成特有的油画表达方式。几十
年来，妥木斯一直致力于探索油画的民族化与现代化，在现
代油画语言与传统文脉的融合转化中，在现实人文关注与强
烈的情感底色相互作用下，妥木斯的绘画并没有局限于地域
性的风情表达，而是立足于对诗意的传统与中华民族精神风
骨的造像。

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西多罗夫就是中国常客，妥木斯
的油画也深受俄罗斯油画深厚底蕴的影响。在西多罗夫向李
白与杜甫求教之时，妥木斯则向柴可夫斯基和肖斯塔科维奇
借力。李杜的诗性出现在西多罗夫沉厚的俄罗斯油彩中，而
柴可夫斯基的唯美忧郁和肖斯塔科维奇的强烈厚重则闪现在
妥木斯的画面里。西多罗夫和妥木斯，作为中俄两国艺术界
重要人物，各自依照对美学的领悟，创作出个人的心灵图景，
为各自祖国的教育和艺术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他们
的事业和追求，见证了中俄文化的影响和友谊的源远流长。

中俄两国携手，在文化领域展开了广泛合作和交流。此
次展览，凝结着两国艺术家的真挚情谊。除了给观众带来视
觉上的享受，也是对两国文化交流史的回顾，必将为两国艺
术发展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此次展览将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至1月16日。 （白 水）

1 月 5 日，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
“ 中 国 美 术 馆 青 年 艺 术 家 提 名 展
（2018） ”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共
展出 77 位青年艺术家的百余幅作品，
涵盖中国画、油画、水彩画、版画、雕
塑等美术门类。此次入展艺术家均来自
各大美术院校和相关创作与研究机构，
大多曾在全国性展览中获奖。

本次展览由中华艺文基金会无偿资
助，受邀参展的青年艺术家创作手法各
具特色，艺术理念与风格多样，作品充满
朝气和锐气，呈现出当代中国艺坛异彩
纷呈的多元面貌。据悉，中国美术馆将
每年有计划地扶持一批青年艺术家，展
示他们最新的探索成果，引领当代中国
艺术的发展方向。

（鹿方舟）

数千年来，中国画历经发端、童
稚、成熟、升华的漫长路程，由实用而
艺术化，形成了独特的话语体系、呈现
方式，饱含着静观情思，烛照着成仁之
格，深蕴着体悟之道，映射着华夏人
文，承载着中国人静观宇宙、发现自
然、格物致知的看法，内省自身、立身
处世、修辞立诚的态度以及对美与永恒
性的追求。

一幅优秀的中国画，常能以“若
坐、若行、若飞、若动”的点线皴擦、
风姿绰约的笔情墨象、“似”与“不
似”的意态呈现、冲淡玄远或冲突涌动
的静谧视觉，形成强大的情感张力；足
令观赏者衣带渐宽终不悔地展玩不已
的，正是画作中种种对抗而平衡的巨大
张力所予人的艺术审美愉悦。

欣赏中国画，其要在意象、在技法、
在韵致、在境界，其法在观物、在游心、
在体道、在畅神。须紧扣意象和技法这
两大介质，从物我、情景、形神、体道等
意象归纳和线条、形态、色彩、构图等技
法剖析两途，层层倒逼，以迫近画作的
风神和特质；透过画作的物化形态，体
悟主导其意象创构和技法表现的思维
方式和审美内核，即生命、节律、体势、
气韵等主体价值，品味出画作的境界涵
养之美。然而，就艺术而论，画作赏鉴
或品评优劣，首在是否能令观者产生共
鸣、打动其心，是否能使其从中捕捉并
直通画家所欲传达的观念、思想、情绪，
是否能令观者从中获得启迪与教益，而
非“似”与“不似”。故赏画之先，观赏者
必须知晓浸润、孕育中国画的中国文化
的特质。这是欣赏中国画的出发点、落
脚点和重大关窍。

若以人物、山水、花鸟画类分而论
之，则人物画所重之“传神”，即拟借
由描摹直观可视的人物表情、眼神、形
体语言、肢体动作、背景布局等，表现
人物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求取以形写
神之功；山水画所张目之“诗情画
意”，即拟借由描摹山式、云雾的雄壮
或秀美、粗犷或冷峻、俊逸或萧散之多
元样态，力追景中寓情、情随景生、情
景交融、物我合一的意境独造，亦即拟
以高、平、深“三远”的画面结构之
法，与“计白当黑”的虚实处理之法，
将大自然的美与文人逸趣紧密糅合；花
鸟画所言之“石分三面”，实指阴阳两
面与别开生面等的“道”和“理”，其
中深蕴着“三生万物”的生命哲理。

中国人历来善于以己度物、将心比
心，并以为万物都是生生不息的生灵。
所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草木有
情，万物趋灵”，正是以“人”的文化
去体验“物”的生与化；所谓“花若解
语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则是将

“物”化为“人”的文化载体。为此，
中国人常以“情”“趣”“势”“韵”

“神”“气”等生命姿态的语汇来探讨艺
术，中国人对美的认识始终融汇于生命
运动之中。

由是观之，欣赏中国画，可循着
中国历史文化背景、文学艺术特质以
及中国画色彩魅力等途径，经过审美
感知、审美理解和审美创造三个阶
段，逐步展开、深入。首先要自己平
心静气地直观地去感知画作本身，随
后在此基础上理解和思考，把握作品
的意义和内涵，最终通过联想再造新
的意象。要完成这一欣赏过程，需要
敏锐的直觉，需要情感与想象，需要
观赏者的主观态度，亦需要理性、确
切的知识，需要中肯的判断。惟其如
此，方能领略中国画的文化背景和气
韵风神，陶冶情怀。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璀
璨
艺
术

蓬
勃
精
神

—
—
纪
念
何
香
凝
、
丰
子
恺
、
吴
作
人
、
王
琦
百
年
诞
辰
座
谈
会
综
述

乔
一
洺

钱
晓
鸣

纪念中俄建交七十周年

“西多罗夫、妥木斯油画展”举行

艺术家与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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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 《人散后》

青年艺术家提名展举办

妥木斯《冬至》

西多罗夫《第一场雪》

2018年，是何香凝诞辰140周年、丰子恺诞辰120

周年、吴作人诞辰110周年、王琦诞辰100周年。2018

年12月25日，中国文联、中国美协为何香凝、丰子恺、

吴作人和王琦四位美术家百年诞辰举办纪念座谈会，缅怀

他们为中国美术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

何香凝 《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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