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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周蓉 1 月 19 日，由

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浙江省博物馆、北

京画院共同主办的“不朽的遗产：黄宾虹

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艺术与文献展在北

京画院三、四层展厅面向公众开放。

黄宾虹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坛的一座

高峰，他一生致力于传承中国传统艺术文

脉，兼具世界眼光和现代精神，引领中国

艺术从传统内部寻求超越的动力。他勤

画深思，品古洞今，以“五笔七墨”“君学”

与“民学”之辨、“内美”和“不齐弧三角”等

一系列创见，构建了一套融通中西古今的

艺术创作和阐释体系，成为全球艺术史和

文化史不可或缺的篇章。

作为2022年度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

流推广资助项目，本次展览旨在呈现黄宾

虹这一中国艺术现代转型时期的重要学

案。黄宾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书画家，而

是一位保持着传统士夫精神，同时兼具现

代意识的学人。他的终极理想是要在一

个危机四伏的时代里，以民学的昌盛，实

现中华文化的复兴。只以书画而论书画，

难窥黄宾虹艺术之堂奥。以黄宾虹为主

题的展览，需要探索和开拓一种让艺术

史、学术史文献与书画作品互文相得的方

式，全方位、多维度地呈现艺术与学术成

就的广度与高度，揭示其在世界艺术之林

的重要地位。

本次展览展出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和

北京画院的宾翁书画作品49件/套，以及

近百件藏于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档案室

和近现代美术文献研究中心的珍贵历史

文献，邀请广大观众一同享受一场视觉的

盛宴，参与一场思想与历史的对话。

师古人
黄宾虹曾言“画不师古，未有能成家

者”，他取法的对象从清代上溯至北宋、五

代诸名家，借剖析古人以深研笔墨理法，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他站在中国绘

画取象成图的源头，将书画艺术上升到探

求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根源的高度。

师造化
黄宾虹一面取法古人，一面又乞灵于

造化。他足迹遍及祖国名山大川，会通画

史与自然，可谓“搜尽奇峰打草稿”，得窥

造化之奇奥，深研笔墨之变化，总结出“五

笔七墨”的笔墨观，一扫画坛暮气沉沉的

因袭之风。

开生面
黄宾虹的山水浑厚华滋，花鸟清新刚

健。他的艺术甄陶天机，笔墨铸魂，以画

证道，别开生面，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与

深厚的审美内涵，使危机重重的传统书画

焕发出勃勃生机。黄宾虹主张“张开臂膀

与一切来者握手”的博大气魄是中国文化

自主、民族自信的一面旗帜。

学脉流芳
作为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和近现代

美术文献研究中心持续发掘、整理、研究

和传播黄宾虹艺术与学术史遗产的一个

阶段性成果，本次展览还展出部分黄宾虹

及其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文献，特别是赵志

均、王中秀等来自民间的黄宾虹研究学者

所作出的贡献，立体地展现黄宾虹的艺术

与学术遗产深邃而持续扩展的影响力。

中国美术学院是黄宾虹晚年以画证

道、破茧化蝶之地，也是传习其学脉、研究

其思想之重地，他的艺术和学术思想深刻

影响着这所历史名校。浙江省博物馆是

黄宾虹遗物保存之地，是宾翁艺术的宝

库。北京画院是展示和研究中国近现代

美术的重要学术机构，本次展览是北京画

院“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列展”继

2011 年举办黄宾虹与林散之、李可染艺

术展，2021年举办齐白石、黄宾虹花鸟画

联展后，首次推出黄宾虹个人作品展。三

家机构共同联手合作，整合各自优势资

源，此次展览将为推动世界范围内的黄宾

虹研究起到积极的作用。

展览持续至4月21日。

黄宾虹艺术与文献展
在京开幕

本报讯 丽莎 今年是吴昌硕诞辰

180周年，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近期呈现

纪念吴昌硕诞辰180周年特展——“金石

之交”，展览从吴昌硕的诗、书、画、印及

其与日本的交流等方面，全面呈现这位

“影响日本一个世纪的中国人”的风采。

展出了大量书画作品、篆书、集石鼓字联

等以及重要印谱，包括吴昌硕行书《槐

安》《涧上奇松》《临石鼓文》《临张迁碑》

《缶庐印存》《完白山人印存》等，其中的

“吴昌硕的交游”部分则关注其师友与弟

子作品，包括赵之谦、任伯年、吴熙载、何

绍基、胡澍、吴云、俞樾、蒲华、邓石如、徐

三庚、杨岘、胡公寿、王一亭、王个簃等的

作品。

而在此前与此后，日本东京台东区

立书道博物馆、台东区立朝仓雕塑馆和

兵库县立美术馆，先后呈现“吴昌硕的魅

力与影响”、“海上画派与西泠名家”等以

纪念缶翁，这些特展也组成一个大型特

展——“吴昌硕的世界”。这也是目前为

止在日本最大的吴昌硕特展。此次日本

四馆联展，内容极其丰富，展出大量吴昌

硕先生书画作品、篆书、集石鼓字联等以

及重要印谱，不少鲜少露面作品将丰富

吴昌硕研究资料。

据目前不完全统计，吴昌硕为日本

公私珍藏的作品至少有 2500 件（不包括

近年来回流的数千件）。日本一些著名

的金石书法家们家中藏有数十件吴昌硕

作品（含书画篆刻）并不稀见。藏品过百

的大藏家也可以列出数位。家藏几件似

乎成为“每个”金石书画家立足的“必备

条件”。仅此，足可以说明吴昌硕在日本

受欢迎的程度。

吴昌硕艺术在日本的影响还得力于画

册的出版与日本艺术界名家的推广和宣

传。从1912年文求堂出版《昌硕画存》始，

1921年晚翠轩出版《吴昌硕书画谱》，1922
年之后日本最大的百货公司多次为吴办展

出版图录，并成为日本收订单的重要据

点。战后，日本书法界领袖西川宁、青山杉

雨，篆刻界领袖小林斗庵、梅舒适等大量收

集并全面推广宣传吴昌硕艺术。更加上西

泠印社的影响，百年来日本书法界对吴的

艺术可谓推崇备至，无以复加。

日本史上规模最大的吴昌硕特展来了

吴昌硕 王一亭 寒山图轴

1927年 兵库县立博物馆藏

本报讯 俞越 1月18日，由中国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福建

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厦门市委宣传

部联合主办的第十六届中国民间文艺“山

花奖”颁奖典礼在厦门举行，来自全国各地

各民间文艺门类的艺术家、专家学者齐聚

一堂，共享中国民间文艺的丰收庆典。

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是中宣部批

准，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联合主办的中国民间文艺最

高奖，以表彰传承中华美学精神、表现时

代主题、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间

文艺作品和成绩突出、德艺双馨的民间文

艺工作者，至今已成功举办 16 届。多年

来，山花奖的评选宗旨始终坚持“二为”方

向和“双百”方针，鼓励多出精品，多出人

才，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间

文艺繁荣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本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结合多

种形式共举办各类评选活动 12 次，共有

160个作品入围，最终20个作品荣获本届

“山花奖”，其中，优秀民间艺术表演作品5
项，优秀民间文学作品3项，优秀民间工艺

美术作品8项，优秀民间文艺学术著作4
项。杨先让、郎樱荣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

奖（民间文艺）。

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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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讯 丽莎 1月 17日，“有温

度的存在——广州设计三年展”在广东

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由广东省文化和

旅游厅指导、广东美术馆主办。

展览以“有温度的存在”为主题，通过

主题展、资料文献展，以及多个社区项目、

平行展共同聚焦设计的人文关怀。主题

展邀请来自约 27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100
位/组设计师、艺术家参展，向观众展示不

同文化背景下有“温度”的设计，解析和呈

现当下智慧又充满人文关怀的设计样本，

促进当代设计及文化创意在中国社会长

足的发展，为社会进步及文化、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强有力的能量。

据总策展人王绍强介绍，“有温度的

存在”这一主题源于对现代主义的反思

及对设计本质的重新审视。在当代语境

下，设计作品中的“温度”日益重要。“温

暖的设计”不仅赋予作品更深层次的文

化内涵和人文价值，还能为人们带来更

多精神诉求与情感共鸣，增加人们对设

计作品的亲和力和认同感。

资料文献展以“时间印象”为主题，

呈现现代设计的发展历程，共同探讨设

计的现状与背后的文化价值。此外，本

届展览还联合了部分优秀的社区项目，

构成以“社区·设计”为主题的平行展，展

现其中沟通和基层行动的力量，希望以

此激励更多个人和社区通过设计推动教

育和变革。

广州设计三年展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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