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云平 5月12日，由山东省淄博

市美术家协会、淄博市书画院等单位主办、山

东省淄博市岳远堂美术馆承办的“激扬江山

——当代山水画名家邀请展”，在山东省淄博

市周村区古商城岳远堂美术馆举行，共有范

扬、张伟平、赵卫、胡应康、张谷旻、汪为胜 6
位画家的作品参展，旨在承古出新，展示新时

代山水画风貌，同时加强地域间艺术的相互

交流。他们胸中藏丘壑，笔底有江山，用传统

的笔墨，时代的情怀，创作出符合时代审美的

优秀作品，为实现传统文化继承性与时代创

造性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样式，成为当代山

水画创作的标杆。

岳远堂座落在历经三百年滄桑的山东

省淄博市周村古商城，成立20多年来，一直

致力于推介书画名家，传播美术传统文化。

当代山水画名家“激扬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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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齐雨 5 月 13 日至 6 月 15
日，“追本溯源——连逸卿粉画艺术作品

研究展”在上海虹桥当代艺术馆展出。

连逸卿(1917-2002)，浙江松阳人，

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中国美术家协

会会员、上海美协会员、上海粉画学会

会长。上世纪 70 年代，我国粉画事业

百废待兴，1979 年，为抢救粉画，连逸

卿向文化部申请指定上海美术颜料厂

试制粉画笔，并协助该厂制成粉画笔

100 色，同时指导衡阳、温州制造粉画

纸，填补了我国空白。为振兴发展我

国粉画艺术，1985年和颜文樑、李咏森

联合发起成立上海粉画学会。

这次展览从他的众多作品中挑选

了一部分有代表性的画作，其中包括

了速写、素描、色粉等，以便全方位地

了解和研究。除此之外，还展出部分

他的宣传画甚至是书法作品等。这些

作品的呈现都能在连老成熟的粉画作

品中找到影子。

连逸卿

本报讯 记者 俞越 5月13日晚，浙

派人物画家莫晓卫的中国画作品展在杭

州南山路学士桥6号雁庐艺术馆开展。

此次展览，与其说是一次展示，不如说是

师生好友之间的聚会，轻松、温馨。

展览共展出作品 69 件，有盈尺小

品，也有大尺幅作品，题材内容多样，有

散仙高士、市井众生，还有近代革命人

物，呈现了莫晓卫近年来在人物画创作

方面的探索和思考。他的闲适小品以

纯正的传统水墨画形式呈现，造型憨

乐，与世无争，笔墨古雅，气闲神定溢汉

简气息。讲究水墨痕迹的变化，随意中

有控制，注重空白的转换，慎用颜色又

不怕重彩。他关注生活关注社会的大

幅人物画创作则很生活，很现实，也很

时尚，笔墨和形式语言都彰显个性。

在简单的开幕式后，还举办了座

谈会。到场师生、好友分享了他们与

莫晓卫的故事，以及对他艺术的理解。

莫晓卫

莫晓卫 文会图 23×46cm

本报讯 蔡树农 5月10日，由浙江

省美术家协会、杭州市富阳区委宣传

部主办的“家住富阳上——骆松涛中

国画展”在浙江美术馆开幕。

2018年以来，中国美协会员、杭州

市富阳区美术家协会主席，骆松涛秉

承黄公望的笔法与意境，深入富春江

流域和富阳区24个乡镇（街道）采风写

生，基本到过每个村子，大到了解山川

走向、水系分布，小到细察房前屋后、

小桥流水、山脊软硬、树木疏密。本次

展览展出的 96 件作品，基本上是骆松

涛最近 3—5 年间的写生作品，而且是

在写生过程中完成。“骆松涛是一位勤

奋善学、卓有成效的中国画家。”这是

浙江大学教授、浙江西湖书画院院长

杜高杰对骆松涛的评价。

骆松涛

本报讯 齐雨 5月16日，由中国美

术学院绘画艺术学院主办，中国美术

学院绘画艺术学院油画系与浙江赛丽

美术馆承办的“山，还是那座山——陈

宜明小幅油画作品展”在浙江赛丽美

术馆开幕。现场集中呈现陈宜明近些

年最新的绘画创作 50 余幅，画中一山

一景，一草一木，都是陈宜明绘画过程

中感觉的痕迹。

本次展览也是中国美术学院绘画

艺术学院“学脉与传承系列展”中的一

回，“学脉与传承系列展”将持续推动

绘画艺术学院老先生们的艺术创作展

示与学术整理。

这次展览的主题是“山，还是那座

山”，所谓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陈

宜明每一天拿着画笔，静静地把自己

的心思、情感、生活的味画出来，他画

出了同样一座山的每一天的不同。

陈宜明

本报讯 通讯员 墨佛 上海市文

化旅游局近日任命上海博物馆副馆长

刘文涛为世博会博物馆馆长、书记。

世博会博物馆由中国上海市政府和国

际展览局合作共建，是国际展览局唯一

官方博物馆和官方文献研究中心。其

馆舍位于黄浦江畔，建筑面积46534平

方米，是上海浦西最大体量的博物馆。

刘文涛，上海博物馆副馆长，中国博

物馆协会展览交流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文博专业研究馆员。曾任南京博物院副

院长，故宫博物院院长助理（挂职一年）。

在南京博物院任副院长期间，分

管典藏、展览、教育、古代艺术研究、开

放等工作。期间，南博展览“温·婉

——中国古代女性文物大展”“法老·
王——古埃及文明和汉代文明的故

事”“世界巨匠——意大利文艺复兴三

杰”分别获得 2015 年度、2016 年度、

2019 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展览陈列

精品”，牵头组织的原创展览“帝国盛

世”“走进养心殿”“穆夏”“回家过年”

“兄弟王”等展览均获得好评。有多个

教育项目获行业奖项。

刘文涛出任上海世博会
博物馆馆长、书记
刘文涛出任上海世博会
博物馆馆长、书记

本报讯 白梨“怡亭雅集第三届书法

展”于 5 月 10 日至 31 日在苏州文化艺术中

心文化馆展出。怡亭书友集体呈现了最近

阶段的个人书法作品。这 44件作品形式多

样，涵盖了多样的书法风格和表现手法。

5 月 13 日，书友们相聚在文化艺术中

心，欣赏作品，进行了座谈交流。这些学

员有的已经在怡亭雅集学习多年，有的一

年还不到，大家缘起对书法的喜爱而相识

相聚。很多学员一路成长为省会员、全国

会员，有的还在全国新人展、省新人展、苏

州各类书法展中入展，成果丰硕。

怡亭书友举办第三届书法雅集

本报讯 效艺 近日，适逢第二届浦江乡

贤大会召开，在浦江县委宣传部与浦江县委

统战部的主导下，“画说月泉——浦江新乡

贤书画邀请展”在月泉书院开展。

本次画展由浦江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

办、杭州武林书画院协办，共汇集了7位与浦

江人文渊薮相连结的青年画家的69幅画作，

作品以月泉书院为创作主题，风格多样，各具

特色，从不同角度生动体现了月泉书院延承

千年的精神特质和人文气息，体现了浦江新

乡贤中山水画梯队的艺术风采。青年画家郑

浩楠说：“通过参加书画展，加深了我对故乡

的认知；同时还为年轻参展者搭建了一个交

流学习的机会。”

目前正在中国美术学院读研究生的方

雪婧是受邀参展的 7 位青年画家之一，她

说：“用绘画的形式表现月泉书院，我觉得是

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据了解，此次邀请的青年画家先后毕业

于中国美术学院，是一支年轻富有朝气的学

院派创作力量。

青年画家们表示，回浦江后看到家乡变

得越来越好，希望未来浦江的书画事业能不

断发展。“希望浦江书画之乡的美誉能够延

续，在书画艺术方面涌现更多人才。”青年画

家陈梵宽说。

浦江新乡贤“画说月泉”

本报讯 报艺“水墨问道·第十六届中国

画名家邀请展”于5月13日在广州陈树人纪念

馆开幕。本次展览由广州陈树人纪念馆、广东

省青年美术家协会花鸟画艺委会、广州市美术

家协会花鸟画艺委会、北京个园文化主办。

开幕式上，广州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黄

健生、陈树人纪念馆馆长陈美霞、广州市美

协花鸟画艺委会主任刘羽珊、本次展览总策

展人元林分别致辞。

据了解，“水墨问道”已经走过好几个省，

到现在是第16站，本次展览邀请了陈醉、陈永

康、方楚雄等30位画家，其中既有来自南方的

画家，也有来自北方的画家。他们或出自学

院，或源于师承，或任职于艺术高校，或为专职

画家。虽个性不同，风格不同，他们却忠实于

自身的创作感觉和艺术体悟，从自身生活和周

边环境中捕捉和把握灵感，并将这一特质转化

为作品的表现。此次展览的作品除了表现眼

见物象之美，还精微呈现出对时代的感知、对

情感的抒发、对生活的领悟、对生命的体察。

中国画名家广州“水墨问道”

本报讯 齐雨 5 月 17 日，“从地平线到

天际线——东方设计学专题展及主题论坛”

在中国美术学院民艺馆开幕。

作为 2018 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

大项目“东方设计学理论建构研究”课题

成果的综合展示，展览由中国美术学院研

创处、教务处、设计艺术学院主办，中国美

术学院东方设计研究院承办，以东方设计

学课题团队为骨干，组织全国专业高校及

国内外设计界共同参与，用丰富而扎实的

学理、文献、案例系统化展现东方设计学

理论与实践的丰硕成果。

中国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金一斌，中国美

术学院美术馆群总馆长杭间，中国艺术学教

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央美术学院许平，浙江

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浙江大学陈野，东方

设计学课题负责人吴海燕，以及课题研究团

队、学院师生、业内外界同仁参加开幕式。

杭间作《东方设计学的可能性》、许平作《不

同时代的设计转型与审美发展》、陈野作《浅

谈文化观念的艺术形塑》主题发言。中国美

术学院教务处处长陈正达主持开幕式。

“从地平线到天际线——东方设计学专

题展”以“线”叙事，串联起相互连接的四个版

块：文化的地平线；智慧的中轴线；飞翔的轨

迹线；文明的天际线。“四条线”内含东方设

计学的五个子课题。展览线路围绕研究课

题的脉络，系统展现东方设计的学理体系。

纵论“从地平线到天际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