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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施涵予 通讯员 程轶

嘉 11 月 9 日，“解除武器：刘元玺指墨作

品展”在杭州未题艺术空间开幕，展览共

展出49件指墨作品，展期至12月3日。

此次展览主题为“解除武器”，意指解

除“毛笔”之于中国画的支撑与束缚，进而

想要借助“解除”这一动作设定探讨中国

画的核心机密。此次展示的指墨画作品

是刘元玺尝试回答“中国画向何处去”这

一宏大命题的其中一种路径。也是他时

隔一年，对首次个展主题“我要动身了”这

一“动身”承诺的一次践行。

开幕式当晚，展览发起人胡辛介绍了

艺术家及展览情况。策展人程轶嘉讲述了

她作为策展人的工作定位是画家与公众的

中介以及艺术接受的服务员，希望通过策

展工作更加高效建立艺术家与外界的对话

批评机制，表明自己与艺术家也在不断合

力协商中共同成长。刘元玺在开幕式现场

从自己的角度重申了此前策展人提炼出的

关于他的创作问题，分别是为什么是指墨、

艺术家的成长自觉方式以及自己想象的工

作终点，并以“不破不立，向死而生”总结了

自己对中国画前途的看法。

刘 元 玺 ，1989 年 生 于 山 东 海 阳 。

2015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

先后取得学士、硕士学位。现居杭州，任

职于中国美术学院。从事中国画创作与

研究、国立艺专文脉整理与研究，担任中

国美术学院文脉丛书《湖山志》执行主编。

刘元玺

本报讯 佛公 11月7日，由南京书画

院、金陵美术馆主办的“云山苍茫——俞

中保艺术展”及艺术对话会在宁举行。

江苏省文联副主席、江苏省美术家

协会副主席徐惠泉致辞说：“这个展览给

了我很多视觉上的冲击，它明确地解读

了油画在中国应该怎样表现。俞中保对

于西方油画有着深刻的研究，对印象派

的绘画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加上长期

的实践，所以形成了他这样的风格。”上

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海派艺术

馆馆长李磊说：“我觉得中保的艺术实践

是一个中国油画的时代性、民族性以及

走向世界性的路径。他在这个过程中一

步一步走得非常坚实，他的作品当中充

满了人情的温暖与阳光。”南京书画院院

长、金陵美术馆馆长刘春杰则表示：“中

保的油画特点是用冷色甚至是“脏”的颜

色营造一个环境或氛围，但是他会在出

其不意的时候来一束光。光很重要，心

里有光，画中有光，这是我们感受到他的

艺术。”

俞中保是中国当代著名油画家。他

将审美作为所创作的艺术作品中视觉感

观的重要标准，善于以中国山水为主体运

用油画材料创作的表现形式。

展览持续展出至12月8日。

俞中保

本报讯 阿支 《浮图》付晓东日本个

展于 11 月 16 日亮相日本·信州高远美术

馆，付晓东不仅是艺术家，也是策展人、空

间站创始人，中国美术学院外聘教授。此

次个展由著名美术评论家皮道坚担任学

术主持，加藤弘雨（KOUN KATOU）担

任策展人。

浮图，又名浮屠，在佛教里指宝塔，或

藏有圣物的神圣之地。在中国的传统之

中，山水空间不仅作为隐士的出世之所，更

是流传着神圣空间的典故和传说。在现代

理性与科学的唯物祛魅的时代，如何返还

人本内在的神圣属性？不同的理解下，则

可以探索到完全不同的奇异自然。如何把

自然山水结合内心中对神圣空间的理解，

如何表达自然之中所蕴含的超自然之力，

则是这一系列作品想要解决的问题。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12月1日。

付晓东

本报讯 墨言 金陵女画家周志红国

画作品《家住苍烟落照里》，日前在（公募）

2024日本大阪国际水墨画艺术展上荣获

准大奖，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画家在该国际

水墨画展上获得的最高奖项。

著名美术理论家马鸿增曾评价其作

品道：“周志红以超常的激情、勤奋与悟

性，师法传统，写生自然，提炼取舍，沉潜

创作研究，历 20 多载而大获提升。尤擅

写江南田园山水，丘陵田野、云霭丛林、曲

水人家，诸种特色元素穿插变化有致，意

趣恬然。笔墨精匀宛丽，章法虚实相生，

意境雅逸清美。”

周志红现为江苏省书协会员、江苏

省美协会员，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特聘研

究员。

周志红

周志红 家住巷烟落照里

11月9日，由平海阁（杭州）数字文化

空间，杭州私享文化艺术策划有限公司，

润物陶艺工作室主办的“文心入瓷 器惟

求新——陈淞贤现代陶瓷艺术展”在杭州

市中河中路222号平海国际商务大厦5楼

开幕，本次展览将持续到 12 月 31 日。这

是陈淞贤从艺 60 余年以来，举办的第一

次展览。

中国美术家协会陶艺委员会副主任

刘正是陈老师的弟子，他谈到此次展览来

之不易，“这不是一两天的事情，我们动员

过老师很多次，希望他能做一个展览，但

是策划了很久，陈老师一直说他的作品还

不够。”

“太少了，还不够”，这是陈淞贤对自

己作品数量的总结，这些作品都切实地记

录、呈现着每一阶段他对陶瓷创作的理

解，在这些瓷器里可以看见陈淞贤自己。

他总是低头做陶，窑洞的火焰把土烧成

瓷，也把陈淞贤的眼睛映照得亮晶晶的，

干净得只剩下瓷。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

来”，一部陶瓷史，半部在青瓷，青瓷代表

着中国陶瓷最辉煌的一面。陈淞贤说“是

中国文化让我爱上了陶瓷”，他还将书法

艺术融入了陶瓷绘画当中，创造了独特的

“书意入瓷”风格，展现了书法与陶瓷艺术

的完美结合。

中国文化的深厚正如泥土，陈淞贤花了

60年把它们烧成瓷，一朝开窑，得见天光。

青如玉，明如镜，声如磬

此次展览展出的《淡妆浓抹》是陈淞

贤的代表作之一，陈淞贤生活在西湖边几

十余载，深感写实之法无法表现西湖之

美，即便能做到一模一样，也不能传达出

西湖气质。陈淞贤思考了很久要如何用

陶瓷语言来表达他心中的西湖，他觉得西

湖烙在他心中的印象就是细细长长的一

抹红，很秀丽地立于青瓷之上，宛若翠玉

湖面上的莲，正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

饰”。在参加世界陶艺展时，韩国展方想

要收藏他的作品被他婉拒，“这既是我自

己的成果，也是自然天趣的馈赠。”

《白边罐》是一作采用了传统造型但

是又富新意的作品，留白和青釉形成一种

对比关系，像一汪静置的水潭，然而随着

视线的围绕转动，灯光打在瓷上又呈现出

动态的流动。

陈淞贤的作品总是很简单，但越是简

单越是趋近于自然，趋近于道，他的作品

带给人一种超越器物本身的美感，可以让

人联想到大自然。刘正有感而发，“我们

的梅子青、粉青、天青，这些名字本身也是

希望观者在看到这样一个色泽的时候能

够超越这个器物本身，有更大的一种美感

享受，联想到人生里面的美好经验。”

一件瓷器的诞生伴随着诸多可能，好

的瓷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人也如

“瓷”。

正如清水漫过鹅卵石

如果说传统的青瓷是把“玉质”作为

一个追求的核心，那么陈淞贤就是把青瓷

的另外一种美感呈现出来了，那就是“自

然”。陈淞贤的作品在釉色上追求自然、

清新，造型上追求灵动、飘逸，刘正站在青

瓷史的角度对陈淞贤的作品从美感上做

过一个分析，“就像是清水漫过鹅卵石、漫

过山涧，这样的一种绿色、一种泥感和青

釉互相作用、自由生发的这么一种行为。”

其实陈淞贤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清水

漫过鹅卵石”呢？陈淞贤在传统青瓷如何

在新时代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面作

出了杰出的贡献，从事陶瓷艺术创作 60
余年，他将创作生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

个20年“习古”，第二个20年“创新”，第三

个 20 年“回归”。在从艺 60 余年以后，他

找到了一直以来个人探索的答案，那就是

中国现代陶艺的发展需要回归青瓷，并且

在守住“雅”“逸”之底线的基础上，走向

“不全之全”“藏野于逸”的创新与发展。

陈淞贤现代陶瓷艺术展开幕

他的作品质感如清水
流过鹅卵石
■沈秋妍

陈淞贤展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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