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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家 观 点

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
席吴为山仅 2023 年就前往全国 20 多个地方
开展了走访、调研。“行走”不仅给他的艺术创
作带来了丰厚滋养，亦不断加深着他对美育
等社会问题的思考。他说，新时代以来，通过
以美育新人、以美展形象、以美兴文化的全民
美育工作，如今已蔚然成风。如上海、重庆、
深圳、成都等城市，都明确提出了“以美育城”
的理念。今后我们将通过各式展览让那些曾
深藏在库房里的作品、“养在深闺人未识”的
画作，在美术的殿堂，这个化育大众的平台、
国际交流的窗口，与时代见面、与观众见面，
增强人们的文化自信。

“加强全民美育要以中华优秀文化为底
色。”吴为山认为，中华优秀文化包含优秀传
统文化与优秀时代文化两部分。以中华优秀
文化为全民美育的底色，就是将马克思主义
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
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
融通起来。

吴为山表示，全民美育要倡导全面性和
终身性。所谓全面性，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美
育观的落实。体魄美、品格美、思想美、精神
美、文化美、艺术美、生活美、自然美⋯⋯皆在
此美育范围中。所谓终身性，就是美育不局
限于某个时段、某些对象、某类范畴，而是打
通“围墙”，统筹构建一体设计、分段实施的

“大美育”工作体系。如博物馆、美术馆、音乐
厅、剧场、文化馆等都要作为美育的平台与课

堂，成为全民美育系统的组成部分。社区覆
盖面广、受众多、传播性强，也要成为全民美
育的重要阵地，随时随地在“家门口”服务群
众、引导群众。

藏品是美术馆的立身之本。13 万余件
珍藏，9800 多位艺术家的作品进入收藏名
录，60 年来，中国美术馆形成了完备有序的
中国近现代美术收藏序列。作为馆长，吴为
山表示，毫无疑问，“中国美术馆”5 个字就标
志了它的根本属性——国家性、人民性。中

国美术各个不同时期的优秀作品都应该保藏
在这里，它是国家美的金库、美的宝库。如何
收藏？要用真诚之心来打动艺术家，让他们
认识到中国美术馆的价值，不仅是在中国、在
当代的价值，还有对世界、对未来的价值。“在
动员高二适先生家属捐赠作品时，我说，作品
挂在客厅里，只有亲朋好友看，挂在中国美术
馆，全中国人民都能欣赏，惠泽后世，家属欣
然同意并捐献精品给中国美术馆。法兰西艺
术院全体院士捐赠项目、熊秉明捐赠项目、老

舍和胡絜青藏画项目、靳尚谊捐赠项目等，都
是一段段国家收藏佳话。”

收藏的目的不是“收藏”，“藏在深闺人不
识”就失去了收藏的意义。对此，吴为山坦
言，活化是藏品之光。藏品管理的目标就是
藏品的安全利用。只有好好地将藏品用起
来，才能将我们珍视的民族文化带给人民群
众，带给世界。同时，也只有用起来，艺术家
才会感受到自己作品被收藏的价值，他们才
会更加有意愿把耗费巨大心力创作出来的佳
作贡献出来。优秀的艺术作品不但应该留
世，更应该传世。

吴为山表示，许多艺术家作品虽然收藏
在美术馆，但几十年都没有被观众看到过，艺
术家本人其实也看不到。现在它们从库存里
走出来，走向了人民大众，走向了社会的空
间，走向了新时代，一下子就发出光辉。一些
老艺术家专程来看自己的作品。这些艺术家
跟他自己的作品互动，这些作品跟人民互动，
跟时代互动。多次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作品的
靳尚谊先生说：“中国美术馆是自己作品最好
的归宿。”

“镇馆之宝不能‘镇’在库房里。”吴为山
特别强调，为了不断扩大藏品利用，中国美术
馆进行各种尝试，将 6 层展厅改造成“藏宝
阁”，定期举行小幅经典作品展，很多观众会
定期来打卡。“好的想法一定要有持续性，没
有持续性，是形不成品牌的。我们希望用制
度、用模式来进行固化，持久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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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是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
展出季活动的第12个年头。无
论是来自中国美术馆的“墨韵文
脉——八大山人、石涛与20世纪
以来中国写意艺术展”，中国国家
画院的“刀耕版印铭刻风华——
中国国家画院典藏20世纪木版
画精品展”，还是来自浙江美术馆
的“为什么是速写——典藏速写
艺术研究展”、北京画院的“北窗
高卧——戴泽笔下的北京”、安徽
省美术馆的“春风化雨润无声
——安徽现代美术教育开拓者郑
震先生特展”⋯⋯都成为社交账
号上的“爆款”，吸引越来越多的
年轻观众走进美术馆。

其实在一个街巷的转角，说
不定你就能够与各类艺术空间相
遇。散布在成都街头社区艺术空
间的各类小展也能带给市民无尽
的惊喜。

成都玉洁巷衡门艺术空间的
“世界的词语是森林”蔡丽辉×王
荩双个展正在举行。展览展出了蔡丽辉的20
余幅版画作品，包括铜版画、套色木刻、综合版
画等多类版种，同时，还展出了王荩的多幅布
面丙烯作品，共将近40幅作品，全是两位艺术
家最近一年来的新创作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本次展览亦是衡门艺术空间迁址玉林后
举办的第一场艺术活动。玉林以兼容并蓄的
文化氛围与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闻名，传统
与现代的碰撞融合时刻都在这里上演，展示
着这座传统街区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衡门
期待在为艺术家以及观众朋友提供更为舒适
愉悦的艺术参与体验的同时，共创城市社区
艺术氛围。

艺术家程翔“一个存在的时间记忆”个展
正在天鹅湖花园小区了了·艺术传播机构3
号馆举行。展览展出程翔的《龙涌-披头盖
脸》《一个骨骼的成长》《塌》3个系列的雕塑
新作。程翔是成都雕塑家中，作品最早进入
收藏的艺术家之一。此次展览学术主持闫城
评价说，程翔近年新作《披头盖脸》系列再次
体现他对雕塑空间的敏感洞察力。作品选用
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瓷”作为材料，造
型很有意思，整体看像是人的头颅，从头顶如
水一般的形象不断从上往下涌出，水往下流
盖住了脸部，就像有一个动力源由内向外不
断使水涌动而出，我们可以理解为人的欲望，
或人的精神衍生，生生不息。

艺术家的创新也让观者获得更深层次的
体验和思考。“初看程老师的这系列作品，不
由得被其造型所吸引。观感被柔和、清澈又
沉重的生命力所占据。我不免与之共情。”视
觉设计师卿颖表示。

在成都，你可以优雅地走进一条街巷，这
些艺术空间为市民提供了更多样性的艺术选
择的可能性，丰富了城市功能，也令人对当下
的成都艺术充满期待。

除莫奈、梵高、毕加索、达利等耳熟能详
的艺术名家之外，世界艺术的万花筒里，还有
怎样的绚丽景观等待发现？

春暖花开之际，一场重磅新展登陆蓉
城。“目光所及——东京富士美术馆馆藏精品
展”在成都市美术馆举行。不同年代、不同画
派的51位艺术大师的56幅真迹齐聚展览，讲
述一场历经 400 年的西方艺术发展简史。何
为“目光所及”？“一个是看向自我，一个是看
向世界。”展览策展人、成都市美术馆副研究
馆员孙晓伟解释道，“‘及’这个字，我们把它
理解成到达一个地方。最终，还是要回归到
个人，回归到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以及我们实
现理想的方式。”

爆款展览的主题、形式、风格各不相同，
其间却也暗含着共通的逻辑——精心策划、
诚意筹备的优质艺术展览内容，与观众的反
响、呼声成正比，展览越是难得，人们越是不
愿错过。本次展览作为成都市美术馆“世界
经典艺术”系列之一，持续为广大市民提供深
入了解世界优秀文明的重要窗口。

“整个西方艺术的发展历史，不仅仅是绘
画，还包含建筑、文学、音乐等。我们很惊喜
地在展览中看到不同角度的呈现。”现场观众
黄女士感叹道，每个章节都插入了不同年代
的代表音乐、文学选篇、建筑造型等，让人眼
前一亮。观众可以在不同章节找到其对应的
时代中艺术大家的代表作品，例如：安东尼
奥·维瓦尔第的音乐作品《四季》以及歌德的
文学作品《浮士德》。此外，展览的视觉设计
光线均匀柔和，在观看画作时，亦可带来别
样的视觉感受。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线性叙
事的章节外，展览还专辟章节来介绍反映时
代特点的作品。“对于成都的观众来说，可以
在家门口看到面貌非常全面的西方艺术通
史类的展览，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情。”孙晓伟介绍，展览除了在展厅保持相对
严肃的叙事态度以外，还做了许多拓展性的
内容，比如二维码中的语音导览，有成人版
本和儿童版本。与此同时，二维码中还有其
他从不同角度切入作品的内容，可与严肃的
叙事形成互补。

在城市的另一端，“艺术与生命——瓦列
里·列德涅夫作品展”正在四川博物院举行。
84 岁的瓦列里·列德涅夫是俄罗斯艺术科学
院院士、人民艺术家。本次展览展示了列德
涅夫从 1970 年到 2023 年期间创作的 170 件
作品。“列德涅夫是列宾等俄罗斯油画大师所
开创的现实主义绘画风格的继承者，这 170
件作品可以相当全面地了解列德涅夫创作
风格与体裁的发展变化过程。”本次展览策
展人、陈列展览部副主任周诗卉介绍，“他前
期的作品比较偏写实，侧重描绘宏大场面
和壮阔风景，后期的用色、构图则更加自由
挥洒，创作了不少人物肖像画，并且画中模
特多以他的家人、朋友和学生为主。”周诗
卉指着一幅怀抱玩具熊、背上有对洁白翅
膀的小女孩画像说，“比如这幅《早上好，我
的天使！》，画中人物的原型，就是列德涅夫
的孙女列德耶娃。”

列德涅夫曾多次访问四川，并精心创作
了 30 多件相关画作。其画作描绘了青城山、
茶马古道、稻城亚丁等风景名胜，传递出独特
鲜明、开放包容的巴风蜀韵。“‘蜀地印象’单
元令我感觉格外亲切，大师笔下的《茶马古道
沿线小镇》《稻城亚丁》等，以独特的视角和表
现手法，把繁华而不失宁静、壮美而不失细腻
的四川，带入心灵深处，余味悠长。”观众乔女
士的观展感受，一如列德涅夫在展览开幕式
上的动情讲述：“我的艺术包含悲伤的部分，
也包含快乐的部分，每一幅画都倾注了我对
生活的爱。哪怕其中只有一幅画得到你的喜
爱，也会令我感到十分幸福。我祝愿所有前
来观展的观众们，心中有爱，也被爱。”

“世界的词语是森林”蔡丽辉×王荩双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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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是连接艺术与大众的桥梁，
是公众的精神文化家园。美术馆、画
廊、私人美术馆、艺术馆等类型迥异的
艺术空间，在成都的各个角落，与这座
城市一起蓬勃生长。一系列深耕本土
的艺术展览，不断聚焦脚下的土地，激
活既有艺术资源，以别出心裁的视角予
人惊喜，并且丰富观众对于天府文化的
认知与思考。“来成都看美展”的金字招
牌正渗入日常肌理，化为城市生活的底
色。

“在成都日日相见，归后之魂梦，犹
在竹叶巷也。”这是齐白石在写给弟子
姚石倩的书信中对成都的深情思忆。
作为“纪念齐白石诞辰 160 周年系列活
动”中的两大重磅展览，“白云深处作神
仙——齐白石精品研究展”“天趣画境
——齐白石沉浸式数字光影艺术展”正
在成都市美术馆举行。展览展出了 136
件齐白石真迹艺术精品和200余件数字
艺术展品，这既是成都对齐白石最好的
纪念，也是奉献给市民的一道艺术盛
宴。展览除展现齐白石作为一代艺术
巨匠在花鸟、人物、山水、篆刻和书法等
方面的深厚造诣外，还专辟一章重点梳
理齐白石与巴蜀之间的深厚情缘。他
有众多的蜀中弟子，更与许多川籍人士
结缘，白石来川期间，四川画坛也给予
了他很高的尊重。该章节展出了白石
在成都时所作书画、全程报道白石入蜀
行程的《新新新闻》报纸、“吾道西行”的
篆刻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为知己
好友王缵绪所作，现为国宝级文物的大
型山水作品《四季山水屏》是首次在成
都展出，也是第二次公开展出。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
雨任平生。”苏轼的《定风波》是后世无
数文人墨客追寻的精神境界，也是现代
艺术大师吴一峰艺术人生的真实写
照。成都市美术馆正在展出的“芒鞋万
点——吴一峰的河山行证”展览，借“芒
鞋万点”的主题，吴一峰践行的是古代
文人胸有河山再行躬亲的传统，用笔墨
来寄托一个关于山川和行证的梦。美

术馆用高品质的展览引领社会审美，同
时激发艺术家创作激情。源源不断的
艺术创作，给这个社会的美带来生生不
息的力量。

美术馆和艺术不仅仅是满足个人
审美爱好，更是代表着文化容量与时代
创新。评论认为，随着近年来文博艺术
展览趋热，人们的审美素养在不断提
升，这也在倒逼业内思考，如何拿出更
多真正有“抵达度”可言的优质艺术展
览。它们未必是超级大展或海外特展，
但总有耐人回味之处，例如精心策划的
主题、优中选优的展品、眼前一亮的展
示方式、结合得恰到好处的专业性与公
众性。孙晓伟也表示，“当下，随着国内
外美术馆、博物馆文化交往的频繁，越
来越多际性的重要藏品和优质展览得
以在国内展出。一方面，展览的持续举
办加深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鉴，惠及
更多的观众；另一方面，丰富的展览资
源也为专业美术馆、博物馆的展览策划
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他坦言，策展的同
质化问题也愈加凸显，如何在既有的艺
术史书写中探寻新的角度？如何在众
多繁复的艺术线索中寻找新的脉络？
如何站在在地的角度最大限度地链接
公众？在热闹与喧嚣的背后，这些仍是
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这无疑对馆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也为未来许下了更多期待。沉下心来、
不急不躁，细细打磨每一个展览。而每
一个展馆若是一年能推出三四个优质
艺术展览，对于观者、对城市，就是一笔
相当可观的精神财富。

正如“目光所及——东京富士美
术馆馆藏精品展”展览结尾的一段话：

“展览的讲述总是有局限的，它在一个
小小的空间里，在几面展墙之间，去讲
述跨越那么久的一段历史，真是件很
难的事。但能从艺术史发展的缝隙中
窥见一点，哪怕是一点点我们未曾听
过的故事和未曾有过的感受，这是让
我们既兴奋又期待的事，希望与这个
展览擦肩而过的你，也一样。”

深耕本土：别样的文化叙事予人回味

如何优雅地走进一条街巷

看向世界：
新鲜的名家首展引人注目

成都市美术馆A区（成都市天府美术馆）内景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为观众导赏“中国美术馆建馆60周年系列展
览”傅抱石的画作《待细把江山图画》

从“目光所及——东京富士美术馆

馆藏精品展”到“艺术与生命——瓦列

里·列德涅夫作品展”⋯⋯继岁末年初

多个大展集结而至之后，成都再次上新

了一批大展。

登陆成都的国际艺术展越来越多，

不断拓宽大众艺术视野的同时，也是对

成都观众审美鉴赏力充满信心的一种

表现。为展览而疯狂，在成都其实并不

鲜见。仅成都市美术馆、成都博物馆，

就持续有一道道艺术盛宴点燃人们的

关注度，汇成温暖的城市文化记忆。

“顶流”“爆款”现象级展览可遇而

不可求，眼下在全城范围内，亦有不少

展览让人心醉神迷、流连忘返，诠释着

成都艺术展览生态的多样性，指向大众

对于高品质文化供给的旺盛需求。当

艺术展览的平均“成色”有所提升，爆款

展览或许未必那么“扎眼”，但城市美育

的底色将更加浓郁，大众的文化获得感

也将更加沉甸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