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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美术

家协会、吉林省博物院、首都博物馆、北京画

院联合主办的“松窗采薇——溥心 绘画作

品展”于 10 月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隆重开

幕。展览汇聚了溥心 的早期作品、渡海之

前的作品以及渡海之后的作品 100 余幅，堪

称近年来溥心 在大陆的绘画展览中，作品

涵盖时间跨度大、门类较为齐全的一次。

溥心 是民国时期北京画坛的重要画

家。由于出身皇室，他自幼饱览清宫内的历

代书画珍品，陆机的《平复帖》、韩 的《照夜

白图》、易元吉的《聚猿图》以及宋元山水名家

乃至无名家的作品，都成为溥心 反复临摹

的对象。他勤奋好学，文章弥雅，著作甚丰。

经史诗文的涵养与书法的陶炼，以及对传统

书画艺术的观摩与积淀，使得溥氏之画涉笔

不落畦径，蔚为逸品。溥心 的绘画没有董

其昌所谓的“南北宗”界限，他既学南宗之董、

巨，又学北宗之马、夏，出于南宗的文人气，下

笔却有北宗的坚挺感。溥心 书画首次在北

京展出时，艺林相惊，以为见所未见。更有人

称“自戴文进以来三数百年所仅见”，故而此

后与张大千并称“南张北溥”。1949 年，溥心

南下赴台，于是又与黄君璧、张大千并称

“渡海三家”。

展览在吉林省博物院、首都博物馆以及

私人藏家的多方支持下，得以汇聚了溥心

的早期作品以及渡海前后的作品，较为全面

地展出了溥心 书画的整体面貌。吉林省博

物院收藏的多幅嘉 上款的作品，成为本次

展览的一个特色。1948 年溥心 从南京游览

到了杭州，时任浙赣铁路局局长的嘉 先生

久闻其名，接待了溥心 一家，住在西湖苏堤

边的长桥招待所。在这期间，溥心 出于感

激之情，为嘉 先生绘制了多幅作品。《鲍照

诗意图》、《奚官调马图》、《松隐图》、《秋山访

友图》、《湘帆图》就是其中的点睛之笔，而这

批作品则建构了本次展览中渡海前溥心 作

品的状态。

至于渡海后的作品则多来自于私人藏

家，其中大部分源于溥心 夫人李墨云，质量

相对整齐，多套册页及手卷都颇为精彩。其

中《指纹牧牛册》诠释了文人墨戏以自娱的书

画心态，画家别出心裁的以指纹建构牛的身

体，以笔墨补足四肢及头部，姿态各异，或俯

首而行，或凫水而游，或回收漫步，或低头吃

草，于小趣中见大雅，天趣自生。另一件《鬼

趣图册》将小鬼身体的绒毛感以及轻盈、怪异

表现得出神入化，令人叹服。

除此之外，展览还征借到一批画稿，作为

溥氏作画前期酝酿的佐证。虽是草稿，却毫

不懈怠，笔笔精妙，并将如何赋色，如何施墨，

如何调整详细地记录下来。有的画稿中甚至

已有题诗，经过与作品的对比，我们发现诗句

进行了更换。猜想此事，应是博学多才的溥

心 在创作时触景感怀，应情运笔，于是又题

写了另一首诗。

溥心 代表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

世界新文化转型时众多反应中的一种典型。

他的作品虽然没有新颖不凡的创见，却能赋

予旧形式以一种新的艺术诠释，一种内在的

生命力量。他极其看重文学涵养与才情，并

以此作为绘画的基础与推力。反观当下，对

于文学的博览以及书法的精研逐渐遭到越

来越多的忽视，画家专攻绘事而忘却其他已

经偏离了传统艺术讲究诗、书、画、印俱全的

标准。

展览以溥心 这位典型的传统文人画家

为案例，揭示了艺术修养的全面对于画家创

作的重要性。同时也为现今的画家在艺术探

索的过程中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和启迪。

展览持续到 11 月 20 日。 （焉亦华）

蒋征，1946 年生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师范系油画专业，现为湖

北省美育研究会会员、武汉市美术家协会会员。他为艺术教育行业

做出杰出贡献，先后发明《复合美术教育法》、《中国拼贴油画》、《集

约美术教学法》。

其本人入选《现代旋转绘画》入编《中国当代发明家》、《科学中

国人·中国专家人才库》、《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 2013 年入选

《新中国美术家大典》。2013 年入选《大师风范艺坛四杰》与靳尚谊、

蒋征、刘大为、刘文西一同入编。

其作品入展第一、二、三、五、六届武汉美术年展并获第一届学

术奖。油画作品入选文化部《影响中国的五十位油画大家》、《艺术

影响力》、《和谐中国脊梁》；2011 年《蒋征作品集》由天津人民美术出

版社出版。油画《辛亥革命第一枪——熊秉坤》、《孙中山与宋庆龄》

由武汉市辛亥革命纪念馆收藏。油画《鱼魂》等作品被中央电视台、

湖北电视台、武汉教育电视台做专题报道。

油画《鱼魂》、《睡美人》被邮电部制作电话卡将于2014年全国发行。

初识天津艺术家刘荫祥老师，是经李哲

老师的引荐。刘荫祥老师给我的印象是话语

不多，但句句真切厚重。是一个画里有故事、

画外有人生的“纯”艺术家，刘荫祥老师没有

架子，双眸灵动，快人快语，率直睿智，充满激

情！名家就在面前，我们没有生疏距离之

感。我有幸与他同桌就餐，席间交谈给我以

许多启示，特别是在艺术追求上受益匪浅。

著名大写意画家刘荫祥老师，1938 年

生于天津。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

国美术家协会少儿艺委会委员、天津人民

美术出版社副编审，厦门大学艺术学院美

术系客座教授。曾任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迎春花》、《国画家》编辑，《少儿美术》副主

编、琥珀画会艺术顾问。

他自幼酷爱书画，6 岁即随手涂抹，十

几岁入迷，早年研习齐白石、八大山人等大

家作品和书法艺术，后来又在现代艺术、民

间艺术和儿童绘画中汲取营养，并得到崔

子范先生的悉心指导，不断开拓绘画语言，

逐渐形成鲜明的艺术风格。他师古而不泥

古，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于诸家之外，独

具风姿。他善思考，思考时常有佳构问世，

鬼斧神工，信手拈来，泼墨泼彩，倾刻而就，

其作品纵横奔放，而墨气淋漓，刚劲多变而

趣味盎然，深得写意画之精髓，赢得当今书

画名家之赞誉。

我见刘荫祥老师恰逢其大寿，没有来

往寒暄的宾客，没有喧闹的宴席。76 岁的

刘荫祥老师看到爱徒都来为自己贺寿，立

刻精神奕奕，开始给学生们讲起课来，一堂

师生艺术研讨会就这样展开了。（王海蛟）

深秋的北京略带一丝凉意，由中国文学

艺术基金会、文化部艺术发展中心、中国收

藏家协会、法国当代艺术家协会共同主办，

中国书法院、艺术品保护与开发专项基金共

同承办的“冷热之间”——法籍华人画家叶

星千作品展于 11 月 2 日在北京国粹苑中国

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展览馆如期拉开帷

幕，来至全国各地的朋友和国际友人在这里

共同祝贺这位旅居法国 32 年的朋友此次精

彩亮相于北京。此次共展出叶星千先生近

几年来所创作的抽象油画和抽象水墨作品

80 余件，本次画展由彭锋、DI PIZIO Olivier

(法国)、方书华、刘勇良共同策划，展览将持

续到 11 月 20 日。

叶星千先生是继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

之后又一位在法国崭露头角的华人画家。和

许多早年留学法国的老一辈艺术家们一样，

他带着自己的满腔热忱和梦想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来到现代艺术的圣地——法国巴黎，

叶星千先生在巴黎广泛汲取，辛勤耕耘，几经

蜕变，终于吐出了新丝……

在巴黎，叶星千先生与当代抽象大师赵

无极和苏拉什都有交往，但他没有重复他们

走过的道路，而是独辟蹊径，从他们的夹缝中

创作出了自己的天地。如果说赵无极在总

体上接近康定斯基的热抽象，苏拉什在总体

上接近蒙德里安的冷抽象，在他们二人之间

的 叶 星 千 的 抽 象，就 是 介 于 冷 热 之 间 的 抽

象。如果说冷抽象和热抽象，都是在追求极

端，他在冷热之间的抽象就是在追求中庸。

冷热之间就是温。所谓温，不仅指艺术语言

上的折衷，而且指对抽象理解上的常态。冷

抽象和热抽象都是在走极端，但是叶星千先

生希望他的绘画还是能够扎根在这个世界，

不 走 极 端 。 正 因 为 如 此，叶 星 千 不 故 弄 玄

虚，假装高深，他画的就是他对我们常见世

界的感受，带着人间烟火的味道，充满人情

冷暖的感受。叶星千的画，色调精微，结构

新奇，在抽象中又有独特具象的逻辑意味，

作品给人强烈的美感与激情，形象充满不确

定性，画面同时又融入东西方民族文化，给

人带来很大的空间想象力，让人对其作品久

久思量，留下无穷的思索。

叶星千先生说，其实自己只是接过了林

风眠、张大千、赵无极手中的“接力棒”。叶星

千先生于 1981 年旅居巴黎，1988 年就加入了

有 40 多年历史并孕育过米罗等大师级会员

的法国青年艺术家协会。1991 年法国著名

的电讯业跨国公司 ALCATEL，邀请叶星千

先生和赵无极两位旅居法国的华裔画家在斯

特拉斯堡总部举行联展，这本身就特别具有

“接力棒”的象征意义。

其实，叶星千先生自由开放的态度与赵

无极的风格有类似处，而其色彩的运用上也

有朱德群的风味，其小幅油画在形象与抽象

的结合性上又有吴冠中式的创新才能。但叶

星千显然不会是他们之中任何一位的衣钵传

人。这种艺术特色上的相似处，应该是华人

画家或者留法画家的一些美学共性。叶星千

先生的独特才华与艺术独创性是非常鲜明

的，叶星千先生的当代性是老一代的华人油

画家所没有的，尤其是丰富多变的艺术创造

才华，也是很少有人能够达到的。 （王海蛟）

本报讯 金秋气爽，硕果飘香的美好

时节，神笔苏涛国际文化艺术传媒（北京）

有限公司董事长被誉为北国神笔的苏涛先

生《情系家乡书画展》在他的家乡内蒙古喀

喇沁旗锦山镇隆重开展。

这是继 2012 年 12 月在中国人民革命

军事博物馆举办的“翰墨书真情，丹青绘心

声—苏涛、董浩书画作品展”之后，他回到

家乡举办的第一次个人书画展。本次展览

由喀喇沁旗旗委宣传部主办，神笔苏涛国

际文化艺术传媒（北京）有限公司、喀喇沁

书画院承办，本次展览于 10 月 20 日至 11

月 5 日在喀喇沁旗文化艺术中心展出。

赤峰市人大副主任赤峰市文联主席宁国

涛，赤峰市文联副主席张建华，红山区区长姜

立新，赤峰市规划局局长费景发，赤峰市日报

总编辑王树国，巴林左旗旗长申志强，喀喇沁

旗旗委书记汪国森，旗人大主任于俊峰，喀喇

沁旗政协主席李文敏，喀喇沁旗政协副主席

赵晓峰，赤峰市委组织部信息中心主任李学

江等出席开幕式并剪彩。同时苏涛先生将自

己充满感情精心创作的自作诗忆旧游以狂草

十二条屏赠与自己的家乡喀喇沁书画院。开

幕式当天有近千人参观展览。

苏涛先生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中国书画界联合会理事、中国书法艺术研

究 院 副 院 长，北 京 黄 埔 大 学 艺 术 学 院 教

授。苏涛先生 1953 年生于内蒙古喀喇沁

旗，他自幼酷爱书画艺术，几十年来他笔耕

不辍，刻苦钻研、吸收融汇中国古今书画名

家之长，深得魏晋唐宋书法贤圣之精髓，形

成了自己独具魅力的艺术风格，成为一代

书法艺术大家，是当代公认的中国书坛领

军人物，他的作品多次在国家级展览中入

展并获奖，曾在中国第一届中国书法兰亭

作品展中入展并获提名奖，被我国著名学

者、世界文化名人余秋雨先生题词为“北国

神笔”。苏涛先生古典文学诗词绘画艺术

造诣颇深，他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充

满深厚的眷恋和情感，这次情系家乡书画

展以他诗书画三绝的艺术表现形式创作了

60 多幅书画精品，特别是他的诗，是他自

己多年积累的自作诗，皆为他心中之歌，是

他歌颂赞美家乡的山水，风土人情，名胜古

迹的优美诗篇。他的墨荷墨竹各具风神。

他的墨竹像弓，弹性十足、竹叶如剑、蓄势

待发，展现了强劲的笔力。他的墨荷带着

乡间池塘的质朴、也是文人园林中的华美。

这次书画展引起了国内众多新闻媒体

的关注，除了当地新闻媒体以外国内主要

媒体有：中国网络电视台，中央数字书画频

道，光明日报，美术报，企业报，北京晨报，

北京晚报，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雅昌艺

术网等 30 余家媒体。 （熊苏牧）

本报讯 记者从第八届北京文博会朝

阳 分 会 场 了 解 到 ，作 为 2013 首 创·郎 园

Vintage 国际创意文化节的主展活动，“生活

中的艺术——创意跨界展”于 11 月 1 日拉

开帷幕，并同时举办了同名高端论坛。知

名传媒人查小欣、艺术家向京、收藏家马

跃、刘晨军等做客郎园，共同探讨了艺术与

生活的关系，为 2013 首创·郎园 Vintage 国

际创意文化节注入更多精彩内容。据悉，

本次展览持续到 12 日。

高端艺术跨越国界

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艺术的合作早

就跨越国界和不同艺术领域。

在 2013 郎园 Vintage 国际创意文化节

“艺术·生活·家”的主题下，此次展览由郎园

园区企业“稀奇艺术”联合中国最大的欧洲

古典艺术推广机构欧文风范，和法国百年家

居品牌罗奇堡共同呈现。展览中，三个品牌

旗下珍品以“家”的形式进行融合式陈列。

稀奇艺术是由著名雕塑家向京、瞿广

慈创立的品牌。自 2010 年起，稀奇不断与

世界一流的商业品牌、文化品牌及艺术机

构等保持跨界合作与交流。稀奇此类合作

的本身，充分体现了艺术与生活的紧密性。

跨界探讨艺术与生活

艺术与生活的不断融合，是未来发展

的大趋势。它一方面体现在艺术家参与社

会生活的兴趣，催生了以满足人们日常情

感、拉近当代艺术在日常生活层面的距离

为创作诉求的稀奇等艺术品牌。而另一方

面，各个生活家居类品牌更是不遗余力地

与艺术家合作，进一步通过自身时尚、生活

的定位，融合了艺术与生活、艺术与设计、

艺术与产品。

在本次“生活中的艺术”论坛上，知名

传媒人查小欣、艺术家向京、学者、收藏家

马跃、刘晨军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艺术与生

活的关系。论坛中，众多精彩话题在碰撞

中得出了有趣的结论，让观众们意识到生

活不缺少艺术，如同艺术从不拒绝生活。

（玄立园）

法籍华人画家叶星千“冷热之间”作品展
在北京举行

初识著名大写意画家刘荫祥老师

情系家乡
著名书法家苏涛作品展隆重举行

松窗采薇 志在高山——溥心 绘画作品展开幕

“生活里的艺术”跨界创意展拉开帷幕

鱼魂 105cm x 150cm 1997 年拿橄榄枝的男孩 100cm x 60cm 昭君西征 85cm x 85cm 1997 年

作 品 欣 赏

钟馗图钟馗图

刘荫祥老师与学生李哲合影刘荫祥老师与学生李哲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