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1 月 5 日，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启动了全

新品牌系列展览“1:1 计划”，首展迎来中央美术学院教

授苏新平、中国美术学院教授邱志杰两位艺术家。

中央美术学院的苏新平教授和中国美术学院邱志

杰教授，都是先后毕业于两校同一专业——版画系，如今

他们不仅都是执教于两校的在职教师，而且蜚声海内

外。中国美院美术馆选择两位艺术家共同举办展览也意

在对当下国内纷纷扬扬“美院不是培养艺术家摇篮”之惑

提供一个文化研究的现场，并通过一系列相关的学术研

讨会、艺术家与观众面对面交流会来从侧面加宽认识。

展览“苏新平：我是这样一路走来”展示了艺术家

多年来创作生涯的推进和发展，这对于许多正在路上

的年轻人具有珍贵的示范意义，同时大量的文献和思

考的痕迹也令观众不难找到共鸣之处。

展览“邱志杰：邱注上元灯彩计划”的作品，还以另外的

方式向观众进一步揭示“人与艺术”之间那层神秘的关系。

“ 苏新平:我是这样一路走来”展，以“ 经验与超

验”、“迷失的寓言”、“悬而未决”作为线索对苏新平的

创作历程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分析，以艺术家的独

白、评论家的旁白以及艺术家的对话作为苏新平艺术

之路的最佳注脚，并呈现作品 200 余幅。

对于邱志杰自 2010年开始的“邱注上元灯彩计划”，

策展人、评论家鲍栋是这样评价的：“从对于明代古画《上

元灯彩图》的研究出发，演绎出一个庞大的创作/游戏/研

究的构架，是对于中国历史的述说方式的演义和基因图

谱绘制。在这件作品中，邱志杰表现出了他开阔的思考

格局与一种散点式的构造能力，使他在‘考古/想象’维度

上的艺术实践有了一个优秀案例。” （刘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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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 月 17 日下午，“上舍雅藏”展

在上舍空间开幕，展览别具匠心地结集了

上舍空间自 2013 年成立以来的部分藏品，

并进行了重新的归纳和精心搭配。

此次展览汇集了朱进、王天德、武艺、

李戈晔、吴笛笛、赵露、陈鸿志、张湘溪、张

沐辰九位艺术家的精彩作品，尽管这九位

艺术家年龄不同、材料各异、形式多样，但

他们的创作都有一些共同的趋向，即都有

对东方艺术的新的理解与诠释。

上 舍 空 间 负 责 人 陈 丹 表 示 ，“ 这 次

展 览 代 表 了 上 舍 空 间 对 于 东 方 美 学 的

态 度 和 阐 释 ，借 此 展 览 来 回 顾 2014。

2014 年 已 经 过 去 ，我 们 也 顺 利 完 成 了

所 有 展 览 计 划 ，我 们 也 会 保 持 上 舍 一

贯 的 高 度 ，在 2015 继 续 为 大 家 带 来 精

彩 的 展 览。”

上舍空间艺术顾问、艺术家赵露在谈

到对于新东方美学的理解时表示：“新东

方美学和东方美学内核是一样的，强调东

方人对美学、对世界的看法。但是它的形

式又是多样的，不局限于传统的形式，像

这次展览有油画的，材料的，有水墨的，有

装置的，但每一个艺术家都通过自己的手

段，阐释对东方美学的看法和态度，而不

是说中国人对西方美学的态度。”

艺 术 家 李 戈 晔 此 次 参 展 的 作 品 则

是 她 2014 年“ 水 系 列 ”中 的 一 幅 新 作 ，

表 达 当 代 人 在 现 在 快 节 奏 生 活 下 的 一

种释放。

艺术家吴笛笛，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将

工笔文人画的质感带入油画之中，清新自

然的画面颇具中国传统趣味，流露出艺术

家本身对于大自然的感悟和担忧。

参展艺术家张沐辰试图表达他认为

的一种社会的状态。他表示：“通过一组

（作品）不同的高低、姿态的变化，代表每

一个不同的人，我们都是被媒介所控制

的，不谈论好坏，也不谈论对错，只是想阐

述我认为的一种状态。”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 3 月 18 日。

（陈倩华）

“上舍雅藏”开幕，诠释新东方美学

2015 年 1 月 5 日，由艺客主办的“贾宽·迁想妙得”

展在 798 红鼎艺术空间开幕，此展为艺术家贾宽的开

年首展。《NO ART》主编曹飞跃主持了开幕座谈会。

明瓒、杨维民、杨建国、冯峰等嘉宾与众多媒体、观众出

席了活动。据悉，早在开幕前，其所有作品即已全部被

预定卖出，由此可见贾宽作品的受欢迎程度。

贾宽于 1973 年出生在河北内丘，师从当代著名

画家明瓒、李津，别署涂画快意斋主人。早年从事

邢瓷研究，喜收藏，善交游。从其经历来看，他挖过

煤、鉴过宝，没有上过几天学，可能算不上一位“纯

粹”的艺术家。但实际上，正是这段不一样的生活

经历，才培养了他过硬的艺术修养，也让其作品更

接地气，具有了更多的灵气。

《NO ART》执行出品人黄学祥写道：“贾宽的画

会让一些专业人士泄气，不得不相信，有些事儿是天

生的。一个最不像文人的人，画出了气味纯正的文

人画。其实文人画得源头正是那种‘业余性’——一

种知识的‘余绪’。正因为是‘余绪’，少了一本正经，

透出的是即兴的趣味。”

贾宽信佛，画中自然也就饱含禅意，有人形容李

津的画为“声色犬马”，贾宽的则为“心猿意马”，黄学

祥这样说：“有人将心猿意马视为尘埃，只想拂去，贾

宽会觉得，猴子没了猴性，还有什么生趣吗？缘起缘

灭，旋扫旋生，只要心够宽，不仅能跑猴子，还能跑马，

由它们去吧。”正应了六祖慧能的一句佛偈：“本来无

一物,何处惹尘埃。”禅意在此得到了最佳的阐释。

再由此看来，说贾宽的画“纯粹”、人“纯粹”就

更不为过了。不“纯粹”的个人经历成就了一位“纯

粹”的艺术家，看似矛盾，然佛理不正在其中么？

（任作君）

贾宽·迁想妙得
——2015年个展开幕

2015 年 1 月 23 日，“麒派画家周英华”展在尤伦

斯当代艺术中心开幕。此次展览是他以艺术家的

身份在中国大陆举办首次个展，展览分为 3 个部分：

周英华的大尺幅绘画作品、有关他父亲周信芳的文

献图文资料，以及周英华收藏的安迪·沃霍尔、让·
米歇尔·巴斯奎亚等艺术名流为其绘制的肖像。

本次展出的其绘画作品体量巨大，部分高度超

过 3 米。UCCA 馆长田霏宇认为，这些绘画“聚合了

各种材料，但相较于物质性，更令人惊叹的是其中

美学和技术层面的诉求。”周英华的绘画试图将中

国艺术中行动和象征的特质再次激活。他也表示，

展览的初衷之一是纪念父亲周信芳这位对京剧发

展做出广泛贡献的名角。11 件委托艺术家制作的

周英华肖像也将在 UCCA 长廊展出，它们彰显着周

英华的餐厅作为当代文化温床的显著声望。

本展览由 UCCA 馆长田霏宇和助理策展人刁

卓共同策划，与展览相关的公共活动由 UCCA 公共

项目部策划。公共项目活动共有 5 场，包括“放映周

信芳影片《斩经堂》”、“南麒北马双雄会——回顾一

代须生周信芳与马连良的艺术与友情”、“《轻狂岁

月：巴斯奎亚》暨影后讨论——艺术家与他们的‘轻

狂岁月’”、“以食造艺工作坊”等。本展览由古驰赞

助。“麒派画家周英华”结束在北京 UCCA 的展出

后，将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2015 年 4 月 17 日）和

安迪沃霍尔博物馆（2016 年）巡回展出。

周英华（1938 年出生于中国上海）曾经于伦敦

中央圣马丁艺术学院学习建筑与艺术。在 1960 年

代末期于伦敦骑士桥地区开设 MR CHOW 餐厅之

前，在绘画领域有过短暂的创作生涯。在其好友杰

弗瑞·戴齐的鼓励下，周英华时隔 46 年重拾画笔。

2014 年初，周英华在香港的艺术门画廊举办自己了

其首次个展“画家的秘诀”。本次在 UCCA 的展览是

艺术家在中国大陆地区的首次个展。 （刘艳玲）

麒派画家周英华展览开幕

“禅修茶道”，修身养性好方法：集禅修、茶

道、音乐、养生为一体，将泡茶的十二道工序，

变成十二种修行。有供养、感恩、包容、分享、

结缘，品茶品心、禅茶一味。

“禅修茶道”，营造都市慢生活：一个平方米，一

棵绿植，一朵花，一套禅修茶席，一段养生禅乐，三十

分钟的茶道与禅修。红尘一隅，身心放松……高雅

茶室、清净禅堂，在都市家庭温馨呈现。

北京“禅修茶道”报名电话：17701134512（吉笑）

上海 C14 画廊于 1 月 10 日呈现了一个以

“物的观照”为主题的摄影联展，在当代摄影中，

以静态的方式所产生的观照并且留存在影像的

空间，以其远离客体的事件和动作，让人更意识

到自己的“注视”，仿佛对镜反观——多位艺术

家的“物的观照”集体呈现，构造的正是一种从

精神状态到物质呈现融为一体的“视觉触摸”。

参加展览的五位摄影家分别是：常易，通

过“古法摄影”将生命的常态以古典的工艺物质

凝固在方寸之间，让记忆也就变成了可以凝视

的哲学理念；邬树楠，镜头中回眸一瞥被凝固

的，正是记忆中渐行渐远的动物与人类的相互

凝视；邸晋军，这一次将湿版火棉胶工艺从人物

的肖像转向静态的物件层面，呈现出暗藏在历

史层面上的微光；马永强则将层层叠叠的记忆

密语散落在平面的空间，让物的观照中的灵魂

出窍！林富蓝，游离于“静物摄影师”和“人类感

觉保管员”之间，将记忆和当代的莫名惊诧混杂

在一起，让物的观照偏离了传统的轨道……

这样一次整体呈现最重要的是，摄影家

镜头中集体呈现的最后的神话，将成为与记

忆相关的神话。同时，摄影中特殊的材料和

物质元素的运用也让“物的观照”奠定了更为

深厚的物质基础。尽管数码媒体让摄影从

“真实的象征”这个位置上摆脱出来，但是对

以往的传统艺术和实验艺术来说，展览告诉

我们：物的观照依然是摄影人探索和难以想

象的未知深度的出发点。 （刘明杰）

“物的观照”摄影联展
在C14画廊举行

由映雪堂主办的“映雪·万象”当代书画

名家年度学术邀请展于 1 月 11 日在艺术市场

美术馆拉开帷幕。展览由隆冬梅策展，汪为

新为学术主持，霍春阳、张铁林、何加林等 22

人参与了展览。

在当下，人们对绘画的解读已经失去了

最基本的标准，因此，正本溯源，重新梳理绘

画在人们心中的价值标准，借古开今；提倡神

恬气静，令人顿消其躁妄之气者，坚持绘画艺

术的审美本质；主张恬淡中至深远，冲和中见

生趣——还须“自律”，须要确立其自身的一

套论辩语汇和体系，没有不证自明的自律，也

没有纯粹属于视觉观看的自律，其背后总有

一系列理论话语在支撑。

让那些花拳绣腿、动辄自立门户的所谓

艺术远离我们的视线，让古淡天真离我们近

些。变化之至而不离乎矩 者，典雅也；能集

前古各家之长，而自成一种风度，且不失名贵

卷轴之气者，大雅也。

“万象”者，当然万千气象。

“映雪堂”艺术空间自创办以来一直致

力 于 推 介 文 化 底 蕴 深 厚 的 当 代 优 秀 艺 术

家，在艺术个体化上强调传承经典、以我观

物、虚静于朴，并以此作为品味清正雅和、

尚上闲适的终极理念。既然朴素而天下莫

能 与 之 争 美，故 画 道 与 静 照 是 一 切 审 美 与

生活的起点，而“映雪堂”若意之所欲出，亦

为学之有获。 （刘艳玲）

“映雪·万象”当代书画名家
年度学术邀请展举办

中国品牌创新发展论坛暨 2014 年

度中国品牌荣誉盛典于 2014 年 1 月 18

日在北京京西宾馆胜利闭幕。中国品

牌创新发展论坛是由中国互联网新闻

中心主办，中国网中国品牌频道、中国

品牌领袖联盟、人民政协报及深圳市厨

安居酒店用品设备有限公司协办，中视

聚联（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

品牌跨年盛会。本次论坛由中央电视

台著名主持人阿丘、蒋炎诺联袂主持。

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

国务院稽察特派员刘吉、原全国工商

联原副主席王治国、国务院国资委国

有企业原监事会主席谢思忠、中宣部

新闻局副局长张凡、北京大学中国品

牌研究中心主任王齐国、中国网中国

品牌频道主编吴仕鹏等领导同志和专

家学者出席了论坛。

厉无畏发言时指出：“在经济全球

化的今天，我国中小企业要在全球范围

生存下去、竞争出来，必须在思想意识

上重视品牌、在企业成长中发展品牌、

从企业战略规划的高度上建设品牌。”

论坛《对话北大峰会》环节由央视名嘴

路一鸣担纲主持，原全国工商联原副主

席王治国、北京大学中国品牌研究中心

主任王齐国作为品牌观察员，深圳市厨

安居酒店用品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陈

育民、三全集团董事长陈泽民参与了对

话。对话嘉宾共同就中国经济形势、品

牌战略、品牌管理、品牌保护、品牌传播

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讨论，专家和企业

家们的激烈思想碰撞，赢得了满堂彩。

整个论坛主题鲜明、专家讨论热烈、高

潮迭起。

论坛评选出了中国品牌金鼎奖暨

2014 年度行业领袖奖，厨安居、三全食

品、小米、依文、新东方、琳琅雅集等著

名品牌摘得了此项荣誉的桂冠；奇虎

360、汉庭酒店、嘉兴市越龙家纺有限公

司 等 企 业 入 围 2014 年 度 影 响 力 品 牌

奖；同时，2014 年度品牌人物先锋奖由

蔡东联、刘文治、席旭生等人获得。

第二届中国品牌创新发展论坛以

“互联、发展、创新、共赢”为主题，以“互

联资源、表彰榜样、创新传播、共赢未

来”为会议宗旨，论坛每年举办一届。

第二届中国品牌创新发展论坛圆满完

成各项议程，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胜利

闭幕。 （任作君）

中国品牌创新发展论坛
暨2014年度中国品牌荣誉盛典闭幕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为庆祝明·美

术馆顺利落成，并为弘扬和推广粉画艺

术，明·美术馆特联合苏州圆融集团、苏州

耀盛集团、新明阳投资顾问公司、上海银

行苏州分行、苏州新源传媒、韩国盟友、上

海马利等支持单位共同举办“仰望星空，

万物皆明”——明·美术馆迎春首展。

“仰望星空，万物皆明”，在艺术的星

空中，探寻万物真理。苏州明·美术馆位

于苏州园区李公堤四期，是国内首个以

传播和推广粉画艺术为己任的民办美术

馆。它作为中国粉画艺术网的实体交流

平台，未来将兼顾水彩、油画等西方画

种，与国内外其他粉画艺术机构密切合

作，努力为中国粉画的明天做更多贡献。

据了解，本次展览为明·美术馆树

品牌、造影响，特别策划的首个展览，展

览以世界粉画发展史为线索，搜罗了

199 件各时期世界粉画名家的作品来

进行集中展示，并展出中外粉画名家及

粉画新秀的高品质原作 50 件，共同构

成一场精彩绝伦的艺术盛宴。（王 奎）

“仰望星空，万物皆明”——明·美术馆迎春首展开幕

由北京嘉得书画院主办，《书画研究》杂

志、《鉴宝中国》杂志协办的“虚和清逸——当

代中国画名家六十人学术邀请展”在朝阳区

林达海渔广场秦商艺术会馆开幕，此次展览

由庄重策展。

绘事一道，首贵气韵。潘天寿先生指出：

“艺术以境界美为极致”，“中国画以意境、气

韵、格调为最高境地”，由此可知，历来世所公

认之杰出艺术家，其艺术之所以能千古传承，

皆因达妙、淡、柔、生气、适性之极致，即以意

为美，以道为美，同构为美！

“虚和清逸”是一种境界，我们看到当今

中国画坛一批优秀的艺术家注重培养和提

升自己高尚的人格和人文修行,对绘画的本

质进行广泛和系统的研究,对人性进行更为

深入的挖掘，他们以开阔的胸怀，炉火纯青

的笔墨表现手法和过人的创新能力 ,成就自

己的绘画事业的巅峰，也在当代画坛书写了

独特的篇章。

“虚和清逸”的概念并不模糊，此次展览的

着眼点无疑是“文人心性”，其核心为：当代视

野中的传统，传统中的时代性，它彰显了 60 位

画家的传统文人心性，也表达了 60位画家作为

当代艺术家的独特视野，倘若我们将“虚和清

逸”作为一个标识，“60 位画家的独特笔墨语

言”就能以此为杆，向多点延伸。从内容上，名

山大川、高岸深谷，高士仕女、南宫逸东、边塞

大漠、雪山草原，南国水乡，园林意趣等。从题

材上，山川旷逸，花鸟悦性等。从形式上，写

意、写实、半工半写，抽象、半抽象等等。应该

说，此次筹备经年的“虚和清逸”展览不仅具备

盛世中国画坛的潜力与活力，更拓宽了传统，

有着很大的艺术包容性与涵盖性。

此次展览邀请了目前活跃在我国当代画

坛的 60 位主流艺术家，希望通过“虚和清逸”

这个主题，尝试着把过去与现在、老路与新途

有机地联系起来，能够继承传统，融汇中西，

推陈出新，引起人们对“虚和清逸”般传统文

人心性审美的重新审视，以触发它更新、更

宽、更广的未来。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自是独树风标，卓尔不群！

（焉笑华）

虚和清逸——当代中国画名家六十人学术邀请展开幕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1:1计划系列展迎来首展

艺术家赵露艺术家赵露（（左一左一））在开幕式上讲话在开幕式上讲话

嘉宾合影嘉宾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