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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与美术报签订“文化赋能区域文旅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展览现场

黄公望《九峰雪霁图》文化溯源会现场

嘉宾合影

专家齐聚，解码黄公望与九峰山

作为此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公望《九峰雪霁图》文化

溯源会以“寻迹九峰——山水画中的隐逸、道家文化”为主题，围

绕多个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包括黄公望与浙江、金华的渊源，

元四家山水观的异同，黄公望艺术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以及其

艺术风格的师承关系等。学术主持、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导毛

建波，上海大学教授、博导徐建融，浙江省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

郑竹三，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导师金晓

明，“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清画全集》执行副主编楼秋华，文艺学

博士、历史学博士后刘墨，湖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主任郑

维坤，杭州黄宾虹学术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钢，富阳黄公望

研究会会长蒋金乐，浙江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陈志文，“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元画全集专题审稿人

之一吴斌等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为解开黄公望

与九峰山的神秘联系贡献智慧与力量。

《九峰雪霁图》作为本次活动的核心议题之一，其创作地点

与创作对象的考证工作同样备受关注。专家们结合历史文献与

实地考察成果，提出了多种合理的推测与假设，为解开这幅画作

背后的秘密提供了宝贵的思路。

此外，黄公望的朋友圈与人文交往也是本次会议探讨的重

要议题之一。专家们通过考察黄公望与同时代文人墨客之间的

交往情况，揭示了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启迪，进一步丰富了我

们对黄公望艺术思想形成的认识与理解。

道教文化在金华的兴盛及其对江南及中国山水画的影响也

是此次会议重要议题。与会专家以独特的视角与丰富的知识积

累，深入阐述了道教文化在金华乃至整个江南地区的传播与影

响，以及这种文化现象如何作用于中国山水画的发展演变之中。

通过此次文化溯源会的深入探讨与交流，不仅加深了我们对

黄公望及其艺术成就的认识与理解，更为我们进一步挖掘与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宝贵的思路与启示。确实，学术研究的

魅力与价值正体现在这种不断探索、逐步深入的过程中。随着更

多学者的关注与参与，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与研究方法将得以交

汇融合，为这一课题提供更为广阔的视角与深邃的洞察。

笔墨九峰，山水视界中的山水精神

同时，活动还邀请了全国山水画名家前往九峰山实地写生，

以笔墨记录自然之美，致敬经典之作。通过“致敬经典 寻迹九

峰”的系列活动，艺术家们不仅展现了九峰山的壮丽景色，更深

入挖掘了其文化内涵，为九峰山增添了浓厚的艺术氛围。此次

活动重要板块“九峰胜境——金华汤溪首届山水画名家邀请展”

在金华汤溪郑竹三艺术中心展出，展览汇聚了全国75位艺术名

家，创作了 75 幅以九峰山为主题的佳作，以庆祝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不仅是对传统山水精神的致敬，更是当代艺术家对山水

精神时代内涵的深刻理解与展现。

正如展览艺术总监金心明所说，在当今高等艺术教育体系

中，山水画的写生实践被置于艺术训练和创作的核心地位，旨在

从日常生活中提炼自然山水的艺术元素，这一理念与文艺创作

导向不谋而合，均强调艺术源自生活现实的深刻反映。山水画

作品，作为当代精神风貌的镜像，促使当代山水画家深思其创作

意蕴与时代使命。中国山水画的独特性，根植于其自成一体的

山水语言体系、蕴含的山水精神及构建的山水世界，这实质上是

人的主观世界、语言体系与思想观念的映射。

《九峰雪霁图》探索并强化了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成为精

神寄托的具象化表达。通过《九峰雪霁图》，我们旨在重新审视

如何以艺术视角直面自然山水，并探讨山水精神的本质。在中

西文化比较的语境下，山水精神有时被误置为风景画的范畴，此

次活动正是意在纠偏，倡导回归至笔墨技艺的本真，重申山水画

的独立性，强化山水与人之间深刻而真挚的情感与思想交流，实

现从物理形态向文化形态的升华。

自然景观作为当代社会的重要资源，其现实价值通过艺术

家的创造性转化得以彰显，提升至精神层面的高度，使得自然的

表现与开发过程富含更深远的文化意义与精神追求。这正是本

次活动的核心价值所在。因此，此次活动是为一项具有前瞻性

的尝试，预示着未来可能将此类艺术探索与实践推广至更广阔

的领域，以期在更广泛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下，挖掘并展现其独特

的当代意义与价值。

为艺术家代表颁发馆藏证书 展览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