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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欧美双年展当代艺术所遭遇的困窘，2017中国美

术的“当代性”不仅体现在架上艺术的守望与再出发，而且体

现在中国主导的国际双年展为世界艺术发展提供的一种新

思维。中国美术的新时代，既是通过造型艺术对这个国家一

种民族复兴精神状态的视觉史诗书写，也是对国画、油画、壁

画和雕塑等造型艺术的当代精神求索，凸显东方艺术传统与

文化思维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美术文化自觉的鲜明表征。

视觉史诗的时代新篇

史诗是一个伟大时代民族精神的浓缩，也是一个伟大民

族在一段历史巨变的急流中重新启航与远行的艺术见证。描

绘历史与现实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因迎接庆祝建军90周年全

国美展、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全国中国画展和党的十九大召

开以“最美中国人”为主题的大型美术作品展以及中青年美术

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的相继举办而在本年揭开

时代新篇。

从《英国侵占香港》到《香港人民欢庆新中国成立》，再从

《香港回归祖国，特区政府成立》到《不忘初心，坚持“一国两

制”，香港的未来一定更美好》，香港回归祖国20年展中这些

用中国画呈现的一幅幅历史瞬间，既再现了历史事件与人物

对于香港近现代历史的深刻影响，也探索了中国人物画还原

宏大历史场景所具有的独特艺术魅力，众多人物形象塑造与

恢弘气象营造成为这些画作书写历史的艺术基调。在历史题

材创作上，庆祝建军90周年全国美展中的《红军北上》《金戈铁

马》《我的父辈》和《八路军大刀队》等，让人们看到了当代美术

家对于人民革命战争的真切描绘、对于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

的完美塑造。这些创作还让人们看到了美术家追求历史真实

的严谨创作态度与通过精湛的艺术语言重构历史的想象与创

造，这种历史书写在当下更加鲜明地凸显出英雄主义的精神

底蕴。

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军事题材美术创作往往偏向军旅

休闲情景的描写不同，建军90周年全国美展中的许多力作

如《热血·青春》《训练日志》和《整装待发》等，都以艺术的正

面刻画来直呈军训战士的威武形象，并试图通过对于硬朗阳

刚的军人形象塑造，揭示这些钢铁之师所深蕴的富有血性的

民族精神，从而展示了和平年代另一种青年形象的社会人生

与人性品质。还有许多作品如汤婷婷《待发》、张蕊《中国琨行

动》和吕宛宣《南沙天门》等，描写了高科技军事装备下的现

代军训场面，这些现代化装备的表现促使了艺术语言的现代

性探索，甚至于这些现代化装备与现代军训生活成为军事题

材美术创作进行艺术语言变革与艺术观念突破的载体。

十九大召开前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隆重举行的以“最

美中国人”为主题的大型美术作品展，以中国画、油画的超大

幅面形象地展现了以郭毅力、罗阳、高思杰和阎肃等为代表

的当代英模形象。围绕这个展览而开展的现实题材绘画创

作，再次把当代美术如何塑造英雄形象、如何绘写当代视觉

史诗的课题凸显出来。在普遍沉溺日常书写、崇尚消费审美

的当下，通过造型艺术重新唤起人们对于理想信念与崇高精

神的追求，不只是艺术回到人民的一种真正现实主义创作方

法的体现，而且是艺术回归视觉史诗创造的一种时代诉求。

客观地说，审美地描绘现实生活中那些闪烁着理想主义思想

火光的人物形象，在当下是存在某种创作难度的。这种难度

显然不是视觉素材的匮乏，而是在驳杂的生活表象中如何萃

取能够真正凸显英模人物的精神与品格、又富于造型表现性

的那些素材。或许，也只有深入被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才能

找到表现这个人物的典型形象与典型环境。塑造英模形象，

同样需要审美发现与审美创造。

继2015、2016“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开

展，2017所选择的10位中青年美术家的主题实践，让人们看

到了这个代际美术家对于现实主义创作当代精神的探索。曾

深受欧美现当代艺术影响的中青年美术家，在他们面对中国

社会现实与文化现实的长期实践中，逐渐把现代主义主观唯

心主义的艺术思想方法转向了以人民为主体的现实主义的

创作道路。不过，在表现方法上，他们比前辈们更具备这个图

像时代的审美思考，也有益汲取了当代艺术的一些表现方

式。“让艺术创造生活”的超现实主义和“让生活本身创造艺

术”的新现实主义，都曾给予他们的艺术变革以某种程度的

启迪，正是这种启迪使他们在现实主义创作中显现出更加多

样与多元的表现方法与呈现方式。

国画文化跨越的再出发

中国画学从20世纪以来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是社会转

型、西学东渐的产物。岭南画派最早提出“折衷中外，融汇古

今”的艺术变革思想，可谓影响了一个世纪中国画学的发展

道路。及至今日，中国画应当“缩小距离”还是“拉开距离”，已

不再激烈论辩，但一些纪念活动和大型展览，却不断让人们

从这种历史的回望与思考中来反刍当下中国画的发展理念

问题。

作为今夏美术界最引人注目的展事，庆祝香港回归中国

画作品展与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让人们思考的是广

东百年美术与整个中国百年美术、中国香港水墨画发生与中

国内地现代水墨运动之间构成的某种深刻联系。广东美术百

年大展以“其命惟新”为主题，不仅浓缩了广东美术百年变迁

与变革的思想主脉，而且隐含了广东美术对20世纪中国美术

所具有的启蒙、开创与探索的引领作用。的确，康有为发出的

“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的思想，几乎整整影响了这100年

中国美术引西而变革中国美术的发展路向；“二高一陈”提出

的“折衷中外，融汇古今”的“现代国画”概念，也几乎是中国画

现代性转型的基本方法。引进移植，融合中外，面向现实，张扬

个性，这四个主题词所构成的百年中国美术运动，也几乎都可

以在广东美术这百年历程里寻绎到先觉的火光、斩棘的路标。

曾作为岭南画家过往与落脚之地的香港，在20世纪六

七十年代才逐渐形成独具香江文化特色的现代水墨画形态。

香港水墨画的产生是在殖民文化语境下进行文化变种的结

果，即水墨画承担着表达多种非汉语文化体系的人文诉求，

这种诉求在远离本土文化中心的殖民地获得了一种自然的

媒介还原。而回归祖国后香港水墨艺术跨文化的深度实践所

呈现出的新转机，形成了香港水墨艺术的文化归属指向，也

即香港水墨艺术不断在跨媒介、跨观念和跨文化的当代性开

拓中，都始终和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构成一种深广的关联

性。也正因如此，“水墨中国”在当下已成为中国画现代性的

全球艺术标签，并将成为21世纪中国艺术在全球进行文化

辐射的重要艺术媒介。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粤港文化对于中国画学打开的一个

新世界都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中国画学在中国文化腹地发生

变革的路途却并不平坦。江苏省美术馆举办的第五届全国画

院美术作品展让人们较清晰地看到了从20世纪80年代以

来，中国画学在历经观念更新、媒材实验和语境转换等变革

之后，再度回归其画学本体的演变脉络。相对于当代艺术大

尺度的颠覆与跨越，画院系统的国画创作显得扎实而稳健。

中国画学在新中国以来发生的从“保全与变革”到“承传与创

新”、再至“寻根与拓展”的历史兴变，正是对传统中国画学现

代人文精神追求从西而中、从外而内的一种探寻过程。

而2017年初和岁末迎来的纪念潘天寿诞辰120周年、纪

念张仃诞辰110周年的系列学术活动以及在中国美术馆举办

的刘海粟、宗其香等大型个人回顾展，则从个案研究的角度呈

现了他们的艺术思想与变革成就。譬如，中西绘画“拉开距离”

的立论，因纪念潘天寿诞辰12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而再度成为

美术界的热点话题。潘天寿作为20世纪中西融汇时代的画家，

能够清醒而鲜明地提出拉开中西绘画距离的主张并进行中国

画现代性的探索，这无疑为中国现代美术史打开了一条从传统

进入现代性的路径。在今天看来，“拉开距离”与“缩小距离”都

只是相对的，并均构成了20世纪以来中国画进行现代性探索

的方法与路径。我们既不能因长久地关切中西融合命题而忽略

“拉开距离”的学术主张，也不必过度夸大“拉开距离”的学术慧

识而否定已走过并将继续走下去的文化跨越之路。

造型艺术当代性的本体回归

相较于欧美造型艺术的冷淡，油画在当下中国依然显现

出强劲的张力。以“江南如画”为主题的中国油画作品展，是

本年中国油画界既富特色也颇见水平的展项。这个精小而平

实的展览，因十分宽泛的创作主题而给表现中国南部的油画

创作带来了一种本真的探索性。油画在中国江南获得的本土

化，更鲜明地呈现了现代性特质。这种现代性显然不同于塞

尚及印象派之后那些对于绘画性语言独立价值的凸显，也很

难简单地把它们归属于法国现代主义某一派别，而是在中国

人比较倾向于具象写实的基础上，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平面化

与抽象性因素的探索，从而使这些油画具有现代性的视觉经

验与审美趣味。以“色彩中华”为主题的百家金陵油画作品

展，不仅呈现出较高的整体水准，而且一些获奖作品也让人

过目难忘。当《共享时代》画出了“00后”的纯真、当《微光》画

出了这个社会生存的孤守、当《诗和远方》画出了我们的忧

伤，我们相信油画这个舶来的古老艺术媒介在当下中国的现

实审美诉求中已获得了某种审美的穿越。这种穿越，无疑是

以本土的现实关怀为基底、以指向未来的当代生活为路标。

如果油画就是人类艺术的一种公共媒体，那么，我们坚信，在

当下中国我们分享了这种艺术给我们生活与思想带来的阳

光和色彩，这就是色彩中华的时代共享。

中国油画院十年展充分展示了这10年学院师生的创研

成果。这个展览更加清晰地呈现了中国油画院以“寻源问道”

为校训的教学理念。的确，这所学院几乎荟萃了所有当下中

国那些最具实力的具象写实画家，他们以自己的才智显现了

他们对西欧油画传统的深入研习，并以此体现当代中国社会

语境下的人文情怀与审美创造。他们探究的是西欧油画艺术

传统的深厚度，并以此表达油画本土化的艰难性首先体现在

如何能够对西欧油画艺术传统的精深理解与高超驾驭。显

然，中国油画院的成立及其10年纪念展是在西方丢弃了写

实绘画之际产生的，它在东方文化语境下追问了写实绘画在

图像时代的价值命题。

2017年中国美术界对造型艺术热度不减。壁画这个几

乎已被边缘到只有在全国美展中依赖“架上壁画”得以存活

的画种，于10月在广州美院大学城美术馆举办了中国第一

个镶嵌艺术展。这个以“镶嵌中国·马赛克艺术邀请展”为展

名的大型壁画艺术展，是在玻璃马赛克镶嵌壁画走进大型公

共空间与家庭室内装饰的现实需求下策划的，也是市场需求

与艺术提升相结合的一次完美尝试。画展中的许多作品虽是

对一些著名艺术家原创绘画作品的二次创作，但玻璃马赛克

材料的半透光性、色彩的饱和度、不同剪切工艺的分块和不

同方式嵌块拼接所形成的肌理痕迹，都向人们揭示了马赛克

镶嵌壁画独特的艺术魅力。

9月由中国美术馆举办的首届全国雕塑艺术大展，是对

20世纪中国雕塑现代性演进轨迹的一次全面梳理。当从李金

发、滑田友、刘开渠等第一代留欧雕塑家开始的百年名家雕

塑荟萃于中国美术馆所有展览大厅时，人们对于中国雕塑的

现代性进程也便形成了一种清晰的感性认知：中国雕塑的现

代精神是以表现这个民族国家的现代精神为内核的，只有那

些真正凝固了民族奋争的历史瞬间，才能真正揭示中国当代

社会民族精神的来源与力量。而同期在长春举办的第五届国

际城市雕塑高峰论坛对于世界当代城市雕塑发展的探讨，也

再次彰显了中国雕塑的现代精神在中国意象美学与写意语

言上的独特价值。

当代艺术的中国理念

每10年一遇的两个国际艺术大展——威尼斯双年展和

卡塞尔文献展于2017夏季相继开幕，并构成了策展理念上

富有意味的比对。以“艺术永生”为主题努力回归艺术本体的

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试图用装置、影像、新媒体艺术来诠

释艺术的永恒性，这种对艺术永生的追问与呈现似乎仍偏执

于对艺术不断变革的“当代性”的演绎。以“以雅典为鉴”为主

题的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试图以希腊和卡塞尔这两座城

市的展区来探讨曾作为西方文明发源地的希腊在当下面临

的文化边缘化与经济、政治双重危机的窘境。不论威尼斯双

年展对于艺术本体问题的追问，还是卡塞尔文献展对区域政

治问题的热衷，它们都无一例外地把艺术的“当代性”命题设

定在装置、影像、行为和新媒体艺术范畴。

与此相反，已连续举办15年的北京双年展，以“丝路与

世界文明”作为第七届北京双年展的策展主题，这或许也最

鲜明而精准地传递了这15年来北京双年展从创设到繁盛

所持守的文化立场与艺术主张。这就是当代艺术的全球化

是由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艺术互交与互鉴的结晶，而不是全

球艺术被欧美艺术的殖民化与同质化。以“丝路与世界文

明”为主题所调动的全球艺术家创作，无疑是一次富有挑战

性的美学重建。它一方面倡导能够体现各国文化特征的艺

术创作，另一方面则聚焦各国在艺术当代性上的不同理解

与不同创新。其挑战性显然在于，如何从各自民族传统的来

路中来理解艺术的当代性开拓，它既同于人类艺术发展的

某些共同走向，也依然葆有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印记与审美

特质。

而另一个来自中国湘西凤凰镇的“凤凰艺术年展”则提

出“超当代”的策展理念。曾在沈从文笔下描绘出的“边城小

镇”因其独特的客家文化、边城景色而成为艺术当代性创作

的特定“情境”，并因“凤凰艺术年展”的举办而使这种边缘和

世界当代文化中心构成了某种意味的解构现象。“超当代”艺

术概念的提出，让人们开始思考艺术有不断“当代性”的一

面，也有超越“当代性”的另面。就人们今天看到的“当代艺

术”而言，它是针对当代高科技研发而改变人们生活方式、并

根据解构主义理论而新生的一种艺术类型。但这艺术的新生

并不意味着造型艺术的终结，也不能表明造型艺术不能被赋

予“当代性”。因为，这种由人的生理机能所创造的造型艺术

体系，是审美地解放人性与人性的审美解放的必然表征，从

人的劳动而开始的生产的对象化，也就孕育了审美的对象

化；由此而形成并高度发展的造型艺术规律——这个有关人

的审美对象化的高级形态，正是造型艺术的本质。

富有意味的是，为2017年岁末画上句号的是一系列有

关当代中国美术教育创研成果的展览与学术探讨。全国大学

生美术作品展、杏林撷英·全国高等美术院校优秀学生作品

邀请展、时代精神·西安美院作品展、再出发·华东师大美术

学院作品展等先后在中国美术馆、上海中华艺术宫展览和上

海宝龙艺术中心举办，这些展览的作品较少出现20世纪八

九十年代所普遍存在的对欧美现当代艺术的追捧与模仿，反

倒增添了走当代美术中国特色之路的某种自信，并力求深研

中外造型艺术传统，把对造型艺术的基础训练和技艺研究结

合起来，把对造型能力的驾驭和不同画种的艺术语言结合起

来，把对造型艺术的创新和表现他们这一代人的生活感受与

青春释放结合起来，从而体现了沉稳平和之中的敏感反应与

新锐创造。

当代中国美术的创作样态，实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映

像。一系列全国大学生美术作品展所释放出的青年艺术学子

有关艺术“当代性”的新思维，既体现了中国艺术的主体立

场，也表达了中国美术对于人类造型艺术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的深刻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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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大刀队 许广专 许 搏 作

中国琨行动 张蕊 作

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

论中心、广东省文联共同主办，《中国文艺评论》

杂志、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羊城晚报报业集

团共同承办的“粤派批评与当代中国文艺”学术

研讨会1月13日在京举行。中国文艺评论家

协会主席仲呈祥、广东省作协主席蒋述卓、广东

省文联党组成员双南征出席会议，与会者围绕

“当代中国文艺格局中的粤派批评”、“粤派批评

的时代担当及其内涵发展”、“粤派批评的学术

维度与文化品格”等主题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会议由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庞井君与中山

大学教授林岗主持。

仲呈祥表示，文学流派的确立要具有明确

的理论主张、自成体系的著述成果以及代代相

传的文脉特质。鲜明的实践品格与个性的理论

思维使粤派批评成为中国文学评论界的一支重

要力量。在新时代，各文学流派应高扬旗帜，总

结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深入省情乃至

国情，杜绝全国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雷同化、

同质化倾向。与会者认为，“粤派批评”的本身

已经超越了地域的局限，成为中国文艺评论事

业的一支生力军。新时代的粤派批评呈现的是

一种精神气质，其中的根性、脉性、血性构成了

粤派批评的灵魂。全面总结研究“粤派批评”历

史经验与现实精神，恰当地描述其在当代文艺

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具有特别意义。

会议还举行了“粤派评论”丛书首发式，丛

书旨在挖掘被历史和某些文化偏见所遮蔽的

“粤派批评”的价值，彰显“粤派”文化的独特内

涵和深厚底蕴。 （评 文）

1月12日,由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和哈尔滨音

乐学院共同主办的哈尔滨音乐比赛在哈尔滨音乐

厅正式启幕,上百位通过预选赛的国内外选手将

在半个月内奏响比赛与友谊的音乐篇章。

本届哈尔滨音乐比赛共收到来自31个国家

和地区的350位报名选手的报名信息及视频，分

为钢琴组、小提琴组和声乐组三个组别。最终，

32名钢琴选手、30名小提琴选手与41名声乐选

手通过预选赛，进入到最后的现场比拼环节。

作为一项国际性、综合性的音乐赛

事，哈尔滨音乐比赛由中国音协主席叶

小纲担任艺委会主任，由指挥家胡咏言

担任艺委会副主任。29位享有国际声誉的知名

音乐家担任评委。比赛期间，大赛组委会向市民

免费发放10场比赛共计3000张门票，让哈尔滨

市民参与其中。哈尔滨是亚洲地区惟一被联合国

授予“音乐之城”称号的城市，拥有深厚的音乐文

化艺术底蕴。通过打造国际高端精品音乐赛事，

哈尔滨将进一步推动高雅艺术与音乐之城深度融

合，为挖掘音乐人才、弘扬音乐文化、促进世界人

文交流开辟宽广空间。 （音 文）

“粤派批评与当代中国文艺”学术研讨会举行 首届哈尔滨音乐比赛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