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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艺术殿堂和公共文化服务平

台，美术馆不仅代表了一座城市的文

化形象，也是这个城市诗意和温情所

在。今天起，本版推出《美术馆巡

礼》栏目，聚焦全国各地有特点有亮

点的美术馆，介绍有影响的展览，讲

述美术馆的故事，敬请关注。

——编者

第三届“中土希望之星”代表团的土耳其师生在
中国美术馆公共教育空间体验中国书画艺术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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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圭的瓜拉尼艺术展

金砖国家美术馆联盟特展

“来自中国美术馆的温度——关爱自闭症人
群公益沙龙活动”，吴为山与孩子们同绘《春天》

2018 年 4 月 14 日，中国美术馆推出的雕塑
工作坊第二期“为新时代人物塑像”，雕塑家在
现场为新时代人物塑像

青海唐卡绘画艺术精品展青海唐卡绘画艺术精品展

在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上，坐落着一座风格别
致的古典式建筑，仿古阁楼式的主体大楼，黄色琉璃
瓦大屋顶，四周廊榭围绕，古朴典雅，恢弘大气。浓
郁的民族风格使其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国家文化标
志性建筑，它就是中国唯一的国家造型艺术博物馆
——中国美术馆。

2018 年 12 月 29 日，中国美术馆六层的“藏宝阁”
典藏精品陈列厅内，参观者络绎不绝，他们或三五成
群，或只身一人，时而举起手中的相机、手机拍照留
念,时而在画作前长久地驻足凝视，在与大师“神交”
之时，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中国美术馆六层原是内部的一个资料室，经过改造，
重新设计而成为长期展示馆藏小型经典作品的“藏宝
阁”。在这一方不大空间里，观众可近距离观赏大师真
迹，从齐白石的虾与蟹中感受传统绘画的神逸，从林散之
的草书中感悟中国书法的气势，从刘开渠的雕塑中把握
造型的律动，进而领悟艺术的真谛。100多平方米的小
小陈列厅，正是中国美术馆“国家级艺术殿堂”的缩影。

典藏活化，共享艺术经典

曾几何时，藏品“沉睡”库房是大多数中国美术
馆的通病。有感于在西方展馆总能见到经典作品，中
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提出了“典藏活化”概念。实现

“典藏活化”，是中国美术馆近年的工作亮点。
所谓“典藏活化”，就是让“躺”在博物馆库房里的作

品活起来，真正走到广大观众面前。作为国家美术殿
堂，建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美术馆收藏珍品逾11万
件，为了实现“典藏活化”，馆内工作人员首先梳理馆藏
经典，对作品进行必要的修复和保护，同时开辟展厅展
示馆藏精品，让“养在深闺”的优秀作品走进展览馆，重
新焕发出艺术的生命力。

如今，中国美术馆内“国宝”频频亮相，参观者只需
乘坐电梯到六楼，就可以随时、免费看到大师作品。

此外，为了使“典藏活化”持久传承，中国美术馆启
动了“典藏活化”系列展览项目。

2017年 11月 17日到 26日，数百人在五四大街自觉
排起长队，在寒风中缓缓前行，只为了进馆一睹正在展
出的“美在新时代”，这便是“典藏活化”的成果之一。在

“美在新时代”展览中，90%的展品都是第一次实现从库
房到展厅的亮相，那些过去只能从书本上见到的近现代
名家的作品，如今可以近距离一睹风采，与大师进行跨
时空交流的美梦，已然成为现实。

罗中立的油画作品 《父亲》 是中国美术馆的镇馆
之宝之一，它收藏于上世纪 80 年代，收藏费只有 300
多元。在 2015年举办的典藏活化展“走向西部——中
国美术馆经典藏品西部巡展·重庆”中，《父亲》 第一
次回归重庆。作者罗中立说，《父亲》获奖后，他也只
见过3次左右。展览当日恰逢父亲节，不少观众都带着
自己的父亲或者儿子走进美术馆，在 《父亲》 前合影
留念。

特色展览，引领创作风尚

作为国家美术殿堂，中国美术馆尤其重视价值引领
作用，如何把引领创作风尚的目标落实到行动上？最重
要的是回归展览，通过特色主题展览,传播美、传播价值
观、传播党和国家在文艺方面的思想、路线、方针。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改革开放的浩荡浪潮，让中国
艺术开启了新的篇章。“东方风来满眼春”展览是中国美
术馆为献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而策划的特色主题展，工
作人员精心遴选 1978 年至 2018 年间的馆藏经典作品，
用一幅幅画作串联起广大群众的改革记忆。

小岗村大包干、西部大开发、加入世贸、“九三”大阅
兵……四十年来，艺术家们用画笔记录历史，传递时代
温度。在中国美术馆的一楼展厅内，101件优秀作品，折
射出社会的进步和艺术的创新。吴冠中的《春风又绿江
南岸》呈现了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万物复苏的场
景；广廷渤的《钢水·汗水》展现了中华儿女为祖国崛起
而顽强拼搏的精神；靳尚谊的《塔吉克新娘》反映了中国
艺术勇于创新的不息生命力。

除了欣赏自己创造的美，还要学会学习、借鉴他人
之美。

2018年夏天，来自61个国家的224件艺术品在中国
美术馆同时亮相，各个国家不同文化状态的艺术作品交
相辉映，人类的精神文明在同一个展厅里融汇。

这场展览就是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美美与共——中
国美术馆藏国际艺术作品展”。为响应习近平主席《共
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旨演讲精神，展现文明互鉴

思想，中国美术馆从所藏外国艺术家的作品中遴选出
200余件精品，毕加索、达利、珂勒惠支等国际艺术大师
的作品纷纷登场。与“毕加索们”美美与共的机会吸引
了8万多名观众前来参观，极大地满足了群众对美的需
求，实现多元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化育大众，打造艺术高峰

“你看，这螃蟹画得多生动，蟹腿一弯一舒之间，横
行的动感便跃然纸上。”在齐白石的名作《墨蟹》前，来自
东北的刘阿姨低声和笔者交流道，“我只要来北京就会
到中国美术馆看展，这里的藏品丰富、水准最高，每次都
能得到新的启发。”在中国美术馆，每天都有无数个这样
的参观者，他们把展厅当成课堂，通过欣赏画作更好地
学习美术知识。

如今，中国美术馆已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艺术殿
堂”，更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窗口。为了更好地推广
美术馆公共教育，2004年底，中国美术馆成立公共教育
部，开始面向不同受众群体，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
教育活动。从线上馆藏资源分享到线下主题展览，从

“大师讲大美”系列讲座到教师学生沙龙，美术馆的公共
教育服务从馆内延伸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充分发挥着

“审美教育大课堂”的作用。此外，中国美术馆还将在奥
林匹克公园的“鸟巢”旁建设新馆，届时馆内的接待能力
将会大大提高。

近年来，中国美术馆尤为重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努力用艺术点亮自闭症孩子的人生。

绚烂的色彩、奇特的构图，一幅幅极具想象力、富有
天真童趣的绘画作品出自自闭症孩子之手。2017 年 3
月，中国美术馆迎来一批特殊的小艺术家，他们被称为

“星星的孩子”，为了给孩子们提供敞开心扉、随心绘画
的平台，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关爱自闭症人群公益沙龙”
活动，馆长吴为山和自闭症儿童们一同创造绘画作品

《春天》，美术馆为此还专门策划了专题展览，让大家一
起感受艺术的温情。

“为新时代人物塑像”是中国美术馆雕塑工作坊推
出的重要公共互动活动。2018年4月，在中国美术馆艺
术教育空间内，来自雕塑专题班的全国青年雕塑家们即
兴创作，用他们的才华展现新时代英雄、劳模们的形象
与精神气质。“开班的最终目标是要培养一批高水平的
艺术家，通过国家为学员们搭建平台，最后走向世界。”
雕塑专题班的导师、班主任吴为山说。

加强交流，讲好中国故事

“生与死、悲与喜、母爱与生命、战争与和平”，行走
在黑白之间，欣赏着珂勒惠支的艺术创作，那些闪烁着
爱的光芒的瞬间让观众动容。经过 5 个月的精心策
划，“中国美术馆国际交流展系列：黑白的力量——凯
绥·珂勒惠支经典作品展”于 2015 年展出，多件珍品首
次离开欧洲登陆中国美术馆。

作为国家美术馆，秉持着“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
合的理念，中国美术馆将各种形式的国际交流展作为重
要发力点，不断推动中外艺术的碰撞和交融。

近年来，中国美术馆与国际各大美术馆倾力合
作，将大量国外精品搬到了馆内。以往，要飞行十
几个小时才能看到的国外大展，如今“足不出国”，
就可以享受这一饕餮盛宴。“心灵的风景：泰特不列
颠美术馆珍品展”为中国观众展示了跨越近 300 年的
英国风景画发展历程；“不朽的传承——法兰西艺术
院院士作品邀请展”为中国观众了解当代法国艺术
经典提供了窗口；“白俄罗斯国家美术馆典藏精品
展”向中国观众传递了白俄罗斯造型艺术独一无二
的色调和丰富的精神世界。

在“请进”国际优秀文化艺术的同时，中国美术馆肩
负起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让作品走出国门，向世界讲
述中国故事。

在刚刚过去的 2018年 12月，馆长吴为山将百余件
国家级文物带到韩国首尔展出，在这场由中国美术馆和
首尔艺术殿堂共同举办的“似与不似：对话齐白石”展览
中，齐白石、八大山人、吴昌硕、吴作人等大师的诗书画
刻纷纷亮相。

除了出国巡展，中国美术馆还另辟蹊径，精心打造
“中国美术馆之夜”品牌活动，邀请中外嘉宾共赏主题
展览，让中国文化通过“中国美术馆之夜”这个窗口

“走出去”。
此外，2017年，中国美术馆成立了“丝绸之路国际美

术馆联盟”和“金砖国家美术馆联盟”，与不同国家互换
展览，共办论坛，致力于建立国际交流的长效机制。

在己亥春节即将来临之际，中国美术家协会“送欢
乐，下基层”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日前专程赶赴北京航天
城，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新春慰问活
动。活动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徐里
带队。

北京航天城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所在地，是航天
英雄们成长的摇篮。1月 3日，我国自主研制的“嫦娥四号”
探测器成功着陆月球背面，举国上下精神振奋。此时，中国
美协组织美术家们来到北京航天城，为英模画像、送新春祝
福。徐里、苗宏提笔写“春联”、题“福”字，陈辉、王界山、刘
罡、韩敬伟、王乘合作山水画《山高水长》；甘长霖、岳黔山、王
伟平、谢青合作完成花鸟画《春色满园》；王珂、彭华竞、孙浩
为航天员景海鹏、王亚平、陈冬，任惠中、高毅、李冬为航天科
技工作者刘勇、李海涛、张晋炜画肖像并赠送本人。美术家
们表示，希望将来有机会到基层学习，创作出更多反映航天
人精神风骨的优秀作品。

（杨 萍）

活化典藏，打造国家美术殿堂
鹿方舟 周芳霞

中国美术馆

文化的交往，是任何国家的疆界都阻挡不了的。而绘
画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更有其独特的优势。美国艺
术收藏家、鉴赏家阿瑟·赛格勒曾经说，“印象派、立体派
和抽象派以及现代和当代绘画和雕塑领域中的各种创新，
都可以在亚洲前期书法、绘画和雕塑中找到雏形”，“在所
有这些活动的丰富遗产面前，我们西方人是受益者。”

早在魏晋时，中国画就传入朝鲜半岛。东晋孝武帝时，
僧人摩罗难陀自中国携带佛经佛画前往百济（朝鲜古国），百
济枕流王亲自迎入宫中、敬以上宾之礼，次年就在汉山建了
佛寺。由中国传入的佛画，也就在朝鲜半岛生了根。不久，
中国佛画又传入日本。佛画成了彼时中国文化传入东方邻
国的媒介。

盛唐时，中国画随着频繁的中外交往和发达的海陆交
通，远播东方各国、中亚和欧洲，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受其
影响最深。日本国常派“遣唐使”留学中国，成员中就有画
师。鉴真法师东渡，也把唐代建筑、雕刻、绘画、书法等技艺
带去日本。现在日本正仓院仍保存着六块典型的中国风格
的画屏。

宋代，日本圣一国师回国，将同门习画的法常和尚所赠
《观音像》《猿》《鹤》三幅卷轴带回日本，被奉为“国宝”；法常
所画之猿亦被尊为“牧溪猿”。法常画风在日本产生巨大影
响，其人亦被尊称为日本“画道大恩人”。

元代时，中国画对中亚、西亚乃至欧洲产生深刻影响。
波斯画家对中国水墨画发生浓厚兴趣。仙桃、苹果成为伊朗
画家钟爱的绘画题材，中国龙的形象出现在伊朗大清真寺门
上、巴格达城驱邪门上，成为风靡一时的装饰题材。

明代时，永乐皇帝曾派郑和七下“西洋”，到过中印半岛、
南洋群岛、印度、伊朗和阿拉伯诸国，对包括中国画在内的文
化交流产生了不小的作用。成化年间，日本画僧雪舟随“遣
明船”到达中国，遍游胜地，观摩名画，结交中国画家，并将所
受中国画的影响带回日本。策彦曾两度来中国，带回中国画
家、“今之马远”王谔赠画，嗣后日本绘画深受王谔画风影
响。中国画僧逸然明末东渡日本，教画授徒，以至在日形成
逸然画派。

明代中叶以后直至清末，受中国画影响最深的，仍以
朝鲜、日本为最。朝鲜李朝时期“商山四皓”“虎溪三笑”

“竹林七贤”“西园雅集”“武夷九曲”等绘画题材，都来自
中国；中国此期画家唐岱、黄慎、闵真等人，对朝鲜李朝
画家如金弘道等人画作，皆有影响。清康乾年间，先后有
不少画家东渡日本。如浙派画家皆先后东渡到长崎，把中
国浙派山水画风传到长崎。花鸟画家沈铨应日本国王之邀
赴日传艺三年，被推崇为“泊来画家第一”，成为日本江户
时代长崎画派的主流。写意山水画家江嫁圃也东渡长崎，
被称为“日本南画的指导者”。

欧洲人对中国画的喜爱也很强烈。自14世纪起，中国画
便开始对西方尤其是欧洲上层社会产生影响。法国“罗可
可”绘画大师华托的《发舟西苔岛》具有明显的中国意味，英
国风景画家柯仁的作画过程与中国画家画山水画颇为相近，

“新艺术运动”重要画家、奥地利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在
其名作中大量吸收和采用中国民间绘画风格和人物形象，新
古典主义大师安格尔更被时人称为“误生在19世纪雅典废墟
上的中国画家”。

20 世纪以来，尤其是本世纪以来，随着中外交流扩
大，中国画艺术在世界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当代中国的
国画大师们在世界画坛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亚、欧、美、
澳多国每年都大量举办与中国画相关的展览，每年都有不
少中国画家作品在世界各地参展并获奖。一些现代中国画
大师的作品，也进入顶级国际画廊举办展览。这些都是可
喜的现象。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人物写生现场

用画笔讴歌时代英雄

文艺志愿者走进北京航天城

中国美术馆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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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与“使臣”
——中国画的影响

杨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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