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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档旨在推动油画艺
术普及的节目 《画相》 在优酷热
播，引起广泛关注。

油画艺术是西方的舶来品，
传入中国已有百余年。但公众对
油画艺术了解不多，审美还需要
一个积淀过程。再加上油画艺术
传播平台主要是艺术馆、博物馆
等线下场馆，传播范围不够广
泛。为此，优酷独家播出 《画
相》 节目，采用了大众喜闻乐见
的视频传播形式。这一形式有别
于传统艺术馆、博物馆等线下传
播场所，更便捷、更生动、更具
体，传播范围更为广泛，也更易

与观众互动。这种双向互动会使
传播者与受众产生碰撞，擦出火
花，进而形成更大范围的传播。

《画相》 由著名油画家韩玉臣主
讲，以“赏名家画作野趣，品世
间人生百态”为宗旨，一期节目
品赏一幅油画。通过对油画名作
的介绍，诠释其中蕴含的人生百
态，引申出大众关心的社会焦点
话题，博古论今，感悟人生，带
领观众走进缤纷多彩的油画世
界。观赏油画名作不再枯燥乏
味，油画艺术对于普通大众也不
再高深莫测。

（乔一洺 苏 凡）

为时代立传

中华民族经过代代传承，融合发
展，56 个民族团结一致、奋发向
前，56 个民族的文化，异彩纷呈，
厚重博大，民族团结题材也成为中国
美术创作的重要内容。

“民族大团结——全国雕塑艺术
作品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
雕塑艺术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动
员、组织、评审、展示。56 个民
族，一个不少。参展艺术家中，不仅
有院校师生以及雕塑院、画院的专业
艺术家，更有长期生活在民族地区的
艺术家。展览还在中国美术馆馆藏雕
塑中遴选了 33 件著名作品，拓展展
览的经典性、多样性。展览期间，吸
引观众十万余人。

作为该展览的公教活动，3月16
日，展览的总策展人、中国美术馆馆
长吴为山在中国美术馆报告厅特别开
设了讲座。吴为山表示：“至今仍在
持续衍化的各民族审美意识和文化资
源，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民族已经融合
发展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民族命运共
同体，值得当代雕塑艺术家们积极地
探寻、发掘、研析、塑造。我们希望
看到更多的新时代艺术家以优异作
品，塑造一个精神、文化、艺术的石
榴，让他们紧紧拥抱，成为实现中国
梦伟大理想最有力、最坚强、最美丽
的同心圆。”吴为山认为，这个“石
榴”不仅要靠美术家去画、去塑，更
重要的是要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共同
凝心聚力去塑造。我们要突破雕塑和
美术本身来看待这个“石榴”，因为
它是全方位的。展览入选作品展示了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老中青雕塑家们
创作的整体面貌，是中国文艺 70 年
辉煌成就的体现，也是 70 年来各族
人民幸福生活的记录，是时代的画
卷，是为时代立传。

展陈独具匠心

步入中国美术馆一层正中圆厅，
其展陈既有多民族的题材，也有各民
族独立、鲜活、个体的风采，作品以
错落有致的雕塑形态凝聚在一起，互
动在一起，犹如石榴籽一样点缀在圆
厅里，融汇在大家庭中，形成多样统
一的设计场域，有机彰显了民族大团
结的展览主题。圆厅半圆形背景墙
上，突出呈现了 56 个民族身着不同
服饰的照片。照片墙正中，是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的讲话。
当观众站在半圆的圆心观赏展览，满
眼皆是民族风采的同心圆，每张笑脸

都似花在盛开。在展陈灯光设计上，使
用主体灯、射灯、背景灯，以及凹凸呈
现法，营造出绚丽繁盛、流光溢彩的视
觉效果，有力烘托了民族团结的主题。

展览以垂幔形式展示了 56 个民
族的分布特色，并制作了分布图，以
色块突出标识于中国地图上，使观众
一看就了然于心。

对于雕塑创作而言，民族题材难
以表现。根据统计，在这次雕塑展
中，有 15 个民族只有一件雕塑作
品，这 15 个民族是土家族、布依
族、哈尼族、畲族、拉祜族、撒拉
族、毛南族、阿昌族、保安族、乌孜
别克族、独龙族、高山族、傈僳族、
裕固族、门巴族，可见这些民族并不
为艺术界熟知。值得一提的是，许多
入展艺术家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通
过深扎、调研、交流、对话与发掘，
将各民族文化最为动人的一面，以高
度浓缩的艺术形式反映出来。不但以
各民族友谊和情感的凝聚汇合，展现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密切关
系，而且将 56 个民族的风采一一表
现，以精心提炼的艺术形象呈现各民
族的文化魅力，使观众在欣赏之余，
对各民族的重要特色有所领悟。

优秀展品撷英

本次展览展示了许多优秀作品。
譬如《民族大团结》浮雕，就是一件
非常重要的作品。这是 1951 年由徐
悲鸿先生的高足、留法雕塑家王临乙
创作的浮雕，当时是用汉白玉做的，
捐献给中国美术馆的是石膏的。这
次，中国美术馆把石膏浮雕翻成青铜
浮雕，使观众可以更好地领会其独特
形式与恢弘气势。这件作品中，前排
的人们正在演奏芦笙、手鼓与唢呐等
乐器，后排的各族妇女身着盛装、翩
翩起舞，展现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
的美好景象。这件作品堪称民族大团
结题材雕塑创作的重要源头，因此，
此次展览将这件作品陈设于中国美术
馆一层正中圆厅的重要位置，吸引了
大量观众驻足观赏。

入展作品中，特别吸引观众的还
有吴为山的人物雕塑 《大草原》。
2018 年，作者去内蒙古大草原体验
生活，画了许多速写。蒙古族朋友生
活的质朴、为人的厚道、情感的真
诚，深深打动了他。有位蒙古族摔跤
手身材魁梧、手脚粗大、性格豪爽、
心胸豁达，其铁塔般的体态，使吴为
山产生了创作灵感。在这件 《大草
原》雕塑中，这位摔跤手犹如一座大
山，从大草原生长出来，沐浴在热烈
的阳光下，稳稳地与大地连为一体，
与人民扎根一处，坚如磐石，豪情万
丈，成为大草原的一种视觉符号与文
化象征。吴为山以他为模特作画，还
成为了朋友。

彭汉钦的 《怒族姑娘》，也吸引
了许多观众。怒族主要分布在云南，
与傈僳族、独龙族、藏族、白族等民
族杂居。其传统节日有过年、鲜花节
和祭谷神、祭山林节，其中以过年节
日气氛最为浓厚。于每年农历三月十
五日举行的仙女节，是云南贡山怒族
人的传统节日，又称鲜花节。在《怒
族姑娘》这件雕塑作品中，作者以塑
造结合彩绘，生动表现了姑娘端庄的
眉目、传情的嘴角、光洁的面庞、如
丝如缕的秀发、色彩斑斓的头巾，展
现出一位鲜花般的怒族姑娘内秀与亲
和之美，这与作者彭汉钦长期生活、
工作在西南，大量调研，了解当地民
族风情密不可分。

（作者为中国美术馆研究部负责
人，中国博物馆协会美术馆专业委员
会副秘书长，“民族大团结——全国
雕塑艺术作品展”执行策展人）

作为中国大型钢铁企业，首
都钢铁公司的存续及发展是中国
近代工业发展史的缩影。2019
年，首钢将迎来自己的百年诞辰。

2018 年 9 月 22 日，一场围绕
首钢的展览在威尼斯圣凯特琳娜
教堂拉开帷幕。展览名为“铸忆：
首钢园区及三高炉博物馆城市复
兴成就展”。正如展览名“铸忆”
所言，我们将展览定位在“从个体
和家庭叙事层面呈现首钢工业区
的历史、当下与未来”。作为该展
的策展人，在长期的一线工作中，
我们感受到首钢人的可敬，于是
我们放弃单纯对建筑改造进行展
示的想法，决定在 2019 年首钢百
年诞辰即将到来之际，从“人”的
角度重新考虑整个展览。这次展
览借助了建筑、电影及舞台置景、
平面设计、文学、多媒体、摄影等
不同领域的媒介语言，以沉浸式
体验的方式，为威尼斯的观众打
开了一段属于首钢的时光记忆，
从宏观上勾勒出以首钢园区为代
表的城市复兴的建构历程。

“沉浸式体验”和“空间叙
事”，成为我们进行跨文化交流
的利器。与常规的展览形式不
同，“铸忆”展由一组钢铁盒子
状的空间装置构成，内部被划分
为一系列典型的工人生产和生活
主题性空间：呈现镜像关系的新
旧制图室、炉前控制室、文艺活
动室、住宅等。来自不同领域的
创作团队在同一空间框架下进行
叙事的建构。展览跳出常规的平
淡描述，并没有直接讲述具体的
成就，而是聚焦在具体的“首钢
人”身上，聚焦在这些个人的生
活经验与个体记忆上，从而引起
观者的情感共鸣。

展览以青年作家蒋方舟撰写
的首钢父子的故事为基础，搭建

出两代首钢人工作与生活的多重
空间。观众在箱体空间中慢慢探
索彼时父子俩的生活。文本中父
亲的日记、图纸、父子下棋的牌
桌、父子生活的卧室和书房均被
细致地一一呈现。每个房间都各
不相同，每个房间都暗藏玄机，
步入其中仿佛步入了一个特殊的
时空，在这个时空中，观众成为
了故事的主角之一。

在制景师团队根据展品完成
主题性陈设的基础上，新媒团队
又将故事脚本转译成视听语言去
回应文本中的多维度时空。声音
和动态影像不露痕迹地融入场
景，在对展品及历史背景进行补
充解释的同时，也使展览跳脱出
按部就班的叙述，完成了错时性
与戏剧感的营造。沉浸式体验让
观众不自觉地融入情境之中，如
同走进曾经住过的老房子，拼接
出过去的故事。我们希望通过一
种沉浸式的蒙太奇空间体验，帮
助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更主动地
参与到叙事之中，以便于缺乏语
境的国外观众了解上世纪80年代
中国劳动者的生活。

我们认为，一个抽象的工
厂，是由无数个具有温度的家庭
和个人故事组成，因此，我们将
程式化的建筑项目展示，转为具
体的场所与记忆的再现，通过具
体可感的“人”的故事，使观者
产生共情，跨越文化的隔阂。这
种展览方式，不仅是一种有效的
展品组织手段，也为我们如何有
效开展国际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
思路和样本。

（作者为“铸忆：首钢园区
及三高炉博物馆城市复兴成就
展”策展人。王子耕为中央美
术学院建筑学院教师，薄宏涛
为筑境设计总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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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相》探索油画传播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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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

指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

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

发展。”为展现我国56个民族的特色文

化，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

一起，中国美术馆、中国城市雕塑家协

会于3月2日至3月24日举办了“民族

大团结——全国雕塑艺术作品展”。251

件雕塑展品济济一堂，使该展成为反映

中国56个民族规模最大的雕塑展。

吴为山 《大草原》

彭汉钦 《怒族姑娘》彭汉钦 《怒族姑娘》 郭心聪 《白桦林之歌》

殷小烽 《鄂温克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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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图片均由中国美术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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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相》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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