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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国博 艺术盛宴 精彩呈现

“ 寻 找 未 来 城 市 的 诗 意 —— 城 市 山

水 精 神”论 坛 于 2014 年 9 月 下 旬 在 中 央

美 术 馆 学 院 美 术 馆 学 术 报 告 厅 拉 开 帷

幕 。 此 次 论 坛，由 上 海 喜 玛 拉 雅 美 术 馆

发 起，由 中 央 美 术 馆 学 院 美 术 馆 和 上 海

喜 玛 拉 雅 美 术 馆 联 合 主 办，上 海 证 大 房

地 产 有 限 公 司 支 持 。 国 内 建 筑 界、美 术

界同仁共同探讨了当代文化以及城市建

设的山水精神。

什么是“山水城市”？“山水城市是将

城市的密度、功能和山水意境结合起来，

构建以人的精神和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

未 来 城 市 。”该 构 想 讲 求 城 市 与 自 然 山

水、人与环境的有机结合，是对未来城市

发 展 的 探 索，更 是 对 现 代 人 类 生 存 方 式

根源的反思。

在消费主义时代，资源浪费、欲望膨胀、

垃圾围城、精神沉沦。尼采说，上帝死了。

时至今日，人类的自我解放走到极致以后，

人的面目也变得丑陋，人性泯灭，是不是会

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人也死了”？如果这两

条极端道路都被证明是没有未来的，那么人

类未来的发展该走向何方？代表人类栖居

方式的城市发展，又该走向何方？这次论坛

就这些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此次论坛邀请王明贤担任论坛主持，

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学委副主任

刘骁纯、证大集团董事长戴志康、环境艺术

家包泡、建筑师车飞、建筑师黄源、建筑师

马岩松等美术界、建筑界的专业人士一起，

共同“寻找未来城市的诗意”，探讨山水城

市建筑理想的实践和学术脉络。（刘艳玲）

“寻找未来城市的诗意”
——城市山水精神论坛举行

京城十月，适逢金秋，由今日美术馆主

办、著名策展人杨建国先生策划、《诗书画》

杂志提供学术支持的“三山——陈智安、方

勇、徐钢山水画展”，于 2014 年 10 月 11 日

下午在今日美术馆 3 号馆隆重开幕。

此次“三山画展”，策展人为了探索自

然山水与中国传统笔墨山水之间的关系、

寻找中国传统水墨所赖以存续的道统与心

境，特邀青年山水画家：陈智安、方勇、徐钢

携新作参展。

方勇的画，初略看去清淑雅正，但仔细

审视，却是刚毅奇崛。说清雅，是就他的墨

色而言，枯湿浓淡互相映衬，留白处犹有空

阔之趣。《华岳高风》（2014 年），方整突兀，

迎面耸立的山石让人想到了北宋的风格。

六块山石的布置，极具构成意图，轮廓线的

复笔则浓淡互见，拙中寓巧，是石涛手法。

左侧的大石留白，中间的淡墨轻染，右侧的

则随之深重。三块小石则出以浓墨，镶嵌

在三块大石之侧，形成了一种奇崛紧张的

态势，可谓是“蹊径刚奇”。

徐钢的画，既有传统的品质，又有自

然 的 生 意 。 多 少 年 来，他 实 实 在 在 地 做

着 写 生 的 功 夫，但 笔 墨 却 依 然 酣 畅 。 他

的过人之处就于能在笔墨的即兴发挥与

对象的逼真描写之间找到一种得体的平

衡。《兴福寺》（2013 年）虽然是最具传统

绘 画 形 制 特 点 的 一 个 长 卷，却 给 人 以 身

临其境的感觉。烟雨的表现，生动活泼，

清 水 淡 墨 相 互 浸 渍，元 气 淋 漓 。 树 木 的

布置，极尽自然之趣，枝叶的点缀更是一

片生机。

陈智安的画，于清奇中见高古。《月华》

（2012 年）一画，树木散落四周，若隐若现，

佛塔则置于中央，夺人眼目。近年来，他虽

然多从绘画的形式出发，经营位置，但是他

的这种攫取主景的方式，却又迥异于古人

的图式而更接近于我们的日常经验，不遮

掩，不借让，戛然独立。 （江 峰）

三山——陈智安、方勇、
徐钢画展举办

在中国美术事业、中国雕塑事业、中国

美术馆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人民艺术

家、美术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刘开渠 110 周

年诞辰之际，2014 年 9 月 30 日下午，开渠百

年——纪念刘开渠诞辰 110 周年展在中国

国家博物馆举办了隆重的开幕式。此次展

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主办，中国国家

博物馆和刘开渠艺术研究院承办，中国美术

馆、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安徽省淮

北市人民政府、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

会和中国国家画院联合协办。

开渠百年——纪念刘开渠诞辰 110 周

年展基于广泛调查和深入研究，精选了刘开

渠最具代表性的 51 件雕塑作品和珍贵的历

史文献资料，分为四个单元：“为现代中国人

造像（1914—1949）”、“ 立民族之碑（1949—

1978）”、“ 向 新 时 代 致 敬（1978—1993）”和

“世纪回望”。这四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呈现

了他的艺术人生，并突出地介绍他为中国美

术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刘开渠的 人 生 与 共 和 国 的 命 运 兴 衰

同 步 ，是 中 华 民 族 在 整 个 20 世 纪 遭 遇 的

苦 难 之 缩 影 。 他 接 受 过 人 生 最 辉 煌 的 礼

遇，也 经 历 过 人 生 最 惨 烈 的 伤 痛，但 无 论

何 时 何 地 ，他 的 坚 毅 、执 着 、乐 观 、朴 素 、

努 力 ，以 及谦逊、宽容等中国知识分子的

美德都一一呈现。

刘开渠，1904 年出生于安徽萧县，1920

年考入北京美术学校，在学生时代便积极投

入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他早年主张创

造，反对袭古，主张以新的理论、新的感情、

新的生命、新的形式创造新的艺术。他是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拥护者。

作为美术教育家的刘开渠，1933 年起任

教于国立杭州艺专。抗战期间，随校辗转于

湘、贵、川，教书育人，关心国家命运。曾参

与组织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从事

抗日宣传工作，并联名写信支持郭沫若发起

起草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

刘开渠是中国社会主义时代美术事业

特别是雕塑事业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他就呼吁建造富有

生命力的纪念性雕塑，以“激发国人的民族

精神”。他是我国当代美术馆事业的奠基

者和创业者。自 1963 年起一直担任中国美

术 馆 馆 长 ，收 藏 委 员 会 和 艺 术 委 员 会 主

任的职务。他带领全馆职工制定收藏、研

究、陈列、展览和对外交流规划，为把中国

美术馆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层次的国家

美术博物馆竭尽了全力。

刘开渠曾言：“我愿以我走过的全部道路

证明一句话，人生是可以雕塑的。”他雕塑了人

生，也雕塑了自己的光辉形象。 （任作君）

开渠百年——纪念刘开渠诞辰110周年展
正值中俄友谊再谱新篇之际，中国国

家博物馆与俄罗斯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

博物馆及国立列夫·托尔斯泰博物馆共同

推出“列夫·托尔斯泰与他的时代”大型主

题展览，为源远流长的中俄文化交流史又

添一段佳话。

“列夫·托尔斯泰与他的时代”展览由

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俄罗斯雅斯纳雅·波良

纳庄园博物馆及莫斯科国立列夫·托尔斯

泰博物馆共同举办，展品共 255 件（套），

包括油画、版画、素描、雕塑、徽章、手稿、

书籍、信件、照片、纺织品、金属制品、生活

用具等。这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承办

的第一个俄罗斯文化展览，是国博首个以

世界文化巨人为展示对象的大型展览，也

是以列夫·托尔斯泰为主题的规模最大的

海外展览。

展览共 6 个单元，分别是：“序厅”、“家

庭”、“文学”、“探寻”、“中国”以及“回响”。

全面展现了文化巨人列夫·托尔斯泰的生

活之路、精神世界与艺术成就。

在设计风格上，展览大量借鉴俄罗斯

文化的元素，包括 19 世纪中后期俄罗斯经

典绘画与古典音乐等艺术元素，力求将俄

罗斯化的视觉空间呈现在观众眼前。

展览将持续至 12 月 22 日。（焉笑华）

“列夫·托尔斯泰与他的时代”展

2014 年 9 月 23 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联合主办的王乃壮书画

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

王乃壮是我国当代著名画家、书法家，现

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现代书画协会

顾问。他 1947 年入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1949 年转入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得徐悲鸿先

生亲授，并得吴作人先生传授油画色彩；1953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同年受聘于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任教；1960 年拜李苦禅先

生为师，学习水墨大写意及书法。执教数十

载，王乃壮先生培养了无数杰出的艺术家。

王乃壮先生的艺术主张是多吸收，少支

出。他认为，艺术家一生中 70%的时间是要

用于读书、看画、走山访水，悉心观摩国内外

的艺术名作，而创作支出只要 30%就好。对

于艺术家而言，透支等于拔苗助长，失之根

基。只有不断地吸收，才能使画的内涵逐步

提升，正所谓厚积薄发。王乃壮先生的画作，

笔苍墨茫，正是厚积薄发之所得。

此次展览将展出王乃壮先生的书画作品

60 余件，作品包括花鸟、人物、佛像、山水、白

描、书法（左笔反书），全面展示了王乃壮先生

的深厚功力和艺术成就。展览结束后，王乃

壮先生将精选 50 件作品慷慨捐赠给中国国

家博物馆。 （王源源）

王乃壮书画展

2014 年 9 月 25 日 ，由 中 国 国 家 博 物

馆、中国书法家协会和首都师范大学联合

主办的“欧阳中石书中华美德古训展”在中

国国家博物馆开幕。

欧阳中石先生现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

书法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

师、书法学科带头人，中央文史馆馆员、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艺

术研究院戏曲方向博士生导师。 欧阳中

石先生 1985 年在首都师大创办书法大专

班，1993 年担任我国第一位书法博士生导

师，1998 年担任书法博士后合作导师。他

所领导的首都师范大学书法专业已覆盖

本、专科、硕士、博士、博士后等各种教育

层次，拥有完整书法高等学历教育体系。

今年迎来了祖国六十五周年华诞，又适逢

首都师范大学建校六十周年。为传播中

华传统美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向建国六十五周年和建校六十周年

献礼，首都师范大学特组织编写《中华美

德古训》一书。

该书选择中华传统美德论著中最具代

表性的古训六十则，由欧阳中石先生书写。

（刘 杰）

欧阳中石书中华美德古训展

十一月展讯

经过数月的紧张筹备，大型文物展览“丝

绸之路”即将于 2014 年 11 月 6 日下午 15 时在

中国国家博物馆隆重开幕，展至 2015 年 1 月

5 日，展期两个月。展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化部、国家文物局、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

族自治区、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河南

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国家博物馆承办，

展 览 地 点 在 中 国 国 家 博 物 馆 南 7 和 南 8 展

厅。“丝绸之路”汇集了来自全国 16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44 家文博单位的 400 余件文物

珍品，是近年来国内举办的综合反映丝绸之

路悠久历史和伟大意义的最大规模的展览。

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考古

出土材料显示，公元前 5 世纪，中国的丝绸等

已经远传到希腊等地中海沿岸国家。哈萨克

斯坦巴泽雷克发现的公元前 5 世纪-前 4 世

纪的冢墓出土有战国花卉凤鸟纹织锦及山字

纹铜镜，证明了欧亚黄金草原与中国的早期

文化交流。公元前 2 世纪晚期，随着张骞凿

空西域、丝绸之路的开通，东西方之间的文化

交流进入新纪元。 （刘明杰）

“丝绸之路”展

清华美院高研班师生作品邀请展——暨

大象艺术空间开幕展于 11 月 8 日在宋庄国

防艺术区大象艺术空间举办。出席此次开

幕展的嘉宾有清华美院书画高端培训项目

负责人左爱军老师，清华美院诗境山水画

高研班导师、安徽美协副主席周逢俊先生，

清华美院雕塑艺术语言探究高研班导师、

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刘永刚先生，清华

美院范扬写意精神山水高研班执行导师、

内蒙古自治区美协理事靳文艺先生，清华

美院高研班助教周扬波老师及钱坤老师。

开幕展由大象艺术空间负责人李嵩主

持，此次参展的艺术家为清华美院高研班导

师及优秀学员，参展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展现

了清华美院高研班的教学成果。（任钦功）

大象艺术空间展在京开幕

造型的方位——2014 上海大学美术

学 院 年 度 展 于 10 月 31 日 在 上 海 大 学 美

术 学 院 美 术 馆 隆 重 开 幕 。 本 次 年 度 主

题 定 为“ 造 型 的 方 位 ”，是 继 2012“ 形 象

的 对 视 ”、2013“ 视 觉 的 维 度 ”之 后 的 第

三 届 。 展 览 特 邀 了 来 自 京 津 宁 苏 沪 杭

穗 台 等 与 学 院 当 代 造 型 探 索 相 关 的 十

八 位 艺 术 家 参 加，他 们 是 来 自 中 央 美 院

的 武 艺、梁 硕；来 自 清 华 美 院 的 李 象 群、

白 明 ；来 自 天 津 美 院 的 谭 勋 ；来 自 南 京

艺 术 学 院 的 毛 焰；来 自 中 国 美 院 的 张 克

端；来 自 上 大 美 院 的 秦 一 峰、孙 小 平；来

自 上 海 的 著 名 艺 术 家 申 凡 、何 赛 邦 、计

文 于 、朱 卫 兵 ；来 自 苏 州 的 著 名 艺 术 家

虞 村；自 上 海 移 居 北 京 的 巨 幅 山 水 画 家

徐 龙 森；在 台 湾 上 海 两 地 生 活 创 作 的 郑

在 东；自 中 央 美 院 毕 业 留 京 的 年 轻 职 业

艺 术 家 厉 槟 源；毕 业 于 广 州 美 院 的 著 名

青 年 画 家 段 建 宇 。 本 次 年 度 展 还 同 时

展 出 两 个 特 别 项 目，一 个 是 湖 北 美 院 毕

业 的 著 名 艺 术 家 史 金 淞 主 持 的 个 人 项

目“ 淞 艺 博”；一 个 是 由 原 浙 江 美 院 毕 业

的 著 名 艺 术 家 耿 建 翌 等 组 成 的 团 队 项

目“ 想象力学实验室”。

本次年度展策展人李晓峰教授主持了

开幕活动，上大美院院长汪大伟先生代表

年度展主办单位致辞，年度展展览总监杨

剑平、年度展学术研讨会批评家代表贾方

舟先生、年度展艺术家代表史金淞分别上

台发言。众嘉宾及参展艺术家为 2014 年

度展举行了隆重的剪彩仪式。

开幕当日举办了年度展学术研讨会。

研讨会由年度展策展人李晓峰主持，杨剑

平教授在研讨会开幕式致欢迎辞，贾方舟、

杨卫、吴亮等出席了研讨会。 （焉笑华）

造型的方位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年度展开幕

2014 年是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蒋兆和

先生诞辰 110 周年，为了纪念他对 20 世纪中

国画发展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由中国国家博

物馆主办、中国美术家协会蒋兆和艺术研究

会协办的不尽丹心——蒋兆和诞辰 110 周年

纪念特展，于 2014 年 11 月 2 日下午 3 时，在国

家博物馆北区一层开幕。

不尽丹心——蒋兆和诞辰 110 周年纪念

特展分为“国难家仇与人情民生”、“时代风尚

与建设新貌”、“肖像留影与写真传神”、“历史

人物与文学形象”四个单元，汇集了蒋兆和先

生不同时期的 100 件代表作品，其中有多件

作品在国内是首次展出。展览结束后，蒋兆

和先生家属将向国家博物馆捐赠蒋兆和先生

的代表作《一篮春色卖遍人间》（1948 年）。

展览至 11 月 30 日，展出地点为中国国家

博物馆北 2、北 3 展厅。 （刘艳玲）

“不尽丹心”
——蒋兆和诞辰 110 周年纪念展

“ 玛雅：美的语言”展览于 2014 年 11 月

14 日至 2015 年 3 月 8 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N11 展厅展出。

“玛雅：美的语言”展示了玛雅文明的最

新研究成果，展出的 238 件展品来自墨西哥

五个州二十多家博物馆和考古遗址。这些展

品展现了玛雅人的日常生活，揭示他们与动

物及神 的联系，诠释了他们对美的看法。

本次展览分为四个单元。第一单元“身体

之美”，以表现人体的艺术品为主，让我们认识、

了解玛雅人的形象及其装饰特点。第二单元

“服饰之美”展示了不同社会阶层玛雅男女的服

装与装饰品。第三单元“动物之美”展示了玛雅

人亲近、崇拜的美洲豹、鸟类、白鼻浣熊、猴子、鱼

类等动物。第四单元“神灵之美”展现了玛雅人

的信仰，介绍了玛雅人的守护神。

玛雅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诞生于热带

丛林的古代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颗明

珠。玛雅人在文字、天文、历法、数学、艺术、

医学、建筑等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已成为人

类共同的宝贵遗产。玛雅艺术品以理想化的

人物形象、拟人化的神灵、动物、植物等形象

为主。这些艺术品既有现实主义风格，也具

有象征性的，深刻刻画了玛雅人对审美和人

类自身的独到理解。

“玛雅：美的语言”展是中国国家博物馆

首次承办墨西哥文物展览，是墨西哥培尼亚

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一项重要文化

活动。通过这一展览，中国观众有幸能近距

离观赏玛雅文明之美。 （任作君）

“玛雅：美的语言”展

“北京老字号”展于2014年9月30日在首

都博物馆方厅三层举办。该展览由北京市商

务委员会与北京市文物局合作主办，首都博物

馆承办，北京市老字号协会及相关老字号企业

协办。展览既有商务部和北京市认定的老字

号企业，也有一些历史悠久的商业企业。

展览展示通过文物、实物、半景画、照片、

图、表、模型、视频等手段，以近260组件展品，

比较丰富地展现了北京老字号的内容。展览

分序厅及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诚信为本”，将

老字号的精髓即所奉行及代表的精神重点阐

述。第二部分“敬业为魂”，集中展示了北京

老字号商业文化的经营之道。第三部分“传

承创新”，以“老店新貌”及“老店绝活”两方

面，分别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老字号

继承与发展的主要内容。 （袁 玥）

“北京老字号”展
在首都博物馆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