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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北京画院与徐悲鸿纪念
馆联合推出“白石墨妙·倾胆徐君——
徐悲鸿眼中的齐白石”专题展。徐悲
鸿、齐白石同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
开宗立派的大家，两人自上世纪20年
代末相识后一见如故，更因共同的艺
术旨趣和创新精神结为肝胆相照、相
互尊敬与支持的莫逆之交。两人交往
数十年，直至1953年徐悲鸿突然辞
世，他们之间的情谊真挚深厚，成为
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段佳话。此
次展览以徐悲鸿旧藏齐白石作品为基
础，同时配合展出北京画院收藏的齐
白石、徐悲鸿作品，将两家艺术机构收
藏的齐白石艺术精品70余件套汇聚
一堂，并通过相关作品、文献、信札全
面梳理两位艺术大师相识、相交、相知
的详细过程，为广大学者和观众了解
徐、齐二人的艺术特色与交往提供了
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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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文人画和文人艺术有不同的见解，但在元明清以来的中国水墨画
的发展中，文人画一直都是主流，因此，它应该是中国绘画发展到13世纪以后的主要代表，是
世界文化多样性中代表中国的一种绘画样式。文人画是文人用以表达心声、表现胸中逸气的
绘画，它强调文人的学养，追求文人的品格，彰显文人闲暇之余的玩弄，以笔墨至上来牵动绘
画的发展，又把笔墨诠释成玄虚的意义，由此带来的是消解专业的诉求，以及文化强权的以势
压人。这就不可避免会落入到像梅兰竹菊等固化的题材范围之内，审美也在文人的情趣之内
判定高下，而忽视公众的情感和审美认同，陈陈相因则是必然。

文人画发展到晚清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绘画的发展。所谓的“阻碍”是因为其自身缺少了
与时代相应的发展动力，同时又因为近代以来工业文明带来的现代思潮的冲击，与农业文明
相关的文人画很容易暴露出自身的不足。所以，面对强大的新学，一攻就破，甚至到了不攻自
破的地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知识阶层和知识分子，这是受西学影响的产物，
由知识分子构成的知识阶层，主导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或革新或革命，他们中有对旧社
会、旧文化的鄙视与仇恨，因为他们看到了弊端与祸根；他们希望建立新的社会来推动中国的
复兴与发展，因为他们希望用自己所掌握的新学来创造历史的新纪元。事实证明，他们获得了
成功，从推翻帝制开始到新中国成立，所有的一切都显现出了新的时代力量。然而，文化传统
的根深蒂固，并不是如影随形般的与新社会相应而出现一种全新的文化，相反却是通过继承
和改造的手段，获得了与传统相关的一种当代中国文化。其中，文人画和文人艺术作为一种特
别的表现，反映了知识阶层中有新文人的存在与影响。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文人很特别，过去的私塾先生可以是文人，像齐白石那样出身的木匠
也可以是文人，而当代那些获得博士、硕士学位的知识分子却未必是文人。在20世纪越来越专
业化的社会结构中，文人表现出了与知识分子在内核上的差异性，却又有着难以剥离的内在
联系。过去的文人大都入仕，小则县令，大则三公九卿，像郑板桥那样，人们认同的不是他的
官位，而是“难得糊涂”的文人。文人为官不同于政客，政客为文不等于文人。他们都具有一定
的知识，他们也都有一定的文化理想和文化表现，可是，人们心中的文人是有风骨和个性的，
像屈原、陶渊明、苏东坡那样，因此，中国的文人画都是用这样的文人树立起了文人艺术的标
杆。从唐代王维开始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到倪云林的“写胸中逸气”，文人与文人艺术的
清高如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特别是“不求形似”的理论主张与审美标准，为诸多非专业文人
的专业缺失或不足所开脱。这又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在文人艺术一统天下的元明清，文人执
掌话语权也造就了艺术发展的潮流，并形成了一脉相承的传统。

在这样一个深厚的文化传统中，文化基因和情感决定了传承关系，使得文人艺术在20世
纪复杂的社会发展中依然表现出了它的持久性，只不过在自调节的作用下，在不得已而为之
的调整中，以融合的方式表现出了它的无奈。显然，在西方艺术教育的主导和艺术学科化发展
的20世纪，艺术的主流离文人艺术渐行渐远。应该看到，文人在今天庞大的知识阶层面前已经
成为不太受社会关注的群体，而文人能够舞文又弄墨的则寥若晨星，显现出传统的断流。今天
的文人潜伏在知识阶层中，他们一方面要为自己的专业而努力，如果在专业上没有成就，没有很
大的成就，那与之相关的书画则无立锥之地；其书画若有所成，那可能也只是被专业的眼光或社
会的判断视为票友而已。因为这是一个专业化的社会，文人的玩弄已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同。另一
方面，他们又不得不面对社会的现实，因为各方面条件不允许他们异想天开。

所以，要做像古人那样的文人在当下是很难的，然而，像古人那样沉潜于笔墨之中还是可
以看到文人的影子。像饶宗颐、冯其庸等不仅在学术上各有成就，而且在书画上也为当代文人
画树立了标杆。陈师曾早就给文人画作过定义——“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
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工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他还说文人画“是性灵者也，
思想者也，活动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单纯者也”。所以，文人画“个性优美，感想高尚者也，其平
日之所修养品格，迥出于庸众之上，故其于艺术也，所发表抒写者，自能引人入胜，悠然起淡远
幽微之思，而脱离一切尘垢之念”。如果以此来对照饶宗颐先生的书画，其吻合的程度几乎可
以作为对饶宗颐书画的总结。

与古代文人不同的是，饶宗颐没有通过科举而获得官阶；与当代文人不同的是，他没有经
过正规的学院教育，没有名校的光环和学位的荣耀，因此，也就没有将自己固定在某一个专业之上。但是，他的学术领域宽
广，学术成就丰硕，著作等身，有口皆碑。在当代社会，他靠自己的学术立足，依凭文人的品格，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而当这
一切的学术成就与他的书画发生关系时，学术成就的基础造就了他文人艺术的独特品格和异样风格，成为当代文人艺术的
代表。遗憾的是，他的谢世好像是在终结一个时代。

现实中，文人画尽管已经是遥远的存在，可还是文人的理想寄托，不过，缺的是文人与文化的
结合。事实上有些文人有心以笔墨来表现，却因修养和功底不足，在专业化的社会中往往被视为业
余的表现。这就是当代文人艺术的两难之境，高原不高，偶尔有像饶宗颐、冯其庸这样的高峰，其独
立于世又显得孤掌难鸣，难以带动文人艺术的当代发展，但榜样的意义是客观存在。他们的榜样作
用只是告诉人们，文人艺术在当下依然是当代中国文化的精神指引。无疑，文人画和文人艺术从盛
期时的社会普遍存在，到现在社会中的形单影只，所反映的发展中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其中，文人
画和文人艺术没有学养的高度就失去艺术的灵魂和支撑的基本。

新春佳节是中华民族迎祥纳福、欢聚相庆的好日
子，也是展示年俗文化、享受浓郁乡情的好机会。值此
戊戌新春来临之际，中国国家博物馆以馆藏文物为基
础，推出了“瑞犬纳福——戊戌新年馆藏文物展”，以
表现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生肖年俗文化，营造吉庆祥
和的节日气氛。

本次展览以“吉庆春节和生肖狗”为主题，分为
“迎岁——春节年俗文化”、“兴旺——人类生活中的
犬”、“通灵——民俗文化中的犬”和“赏伴——文学艺
术中的犬”四个单元。“迎岁”部分精心挑选卷轴画、挂
屏、图册、年画、剪纸、瓷器等文物，充分展现文人雅客
对“岁朝清供”题材的多样性艺术表现，诠释春节蕴含
的祭祖、敬神等精神内涵。“兴旺”部分着眼于日常生
活，精选画像砖、石碑、配饰、图册、卷轴画等文物，系
统展示日常生活中犬的社会角色和重要作用。“通灵”
部分通过陶俑生肖犬、印章、铜押、铜鼓拓片、玉制小
狗、民间泥塑等文物，多角度反映犬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丰富象征内涵。“赏伴”部分汇聚了不同时代描绘
犬类形象的艺术作品，力图通过赏心悦目的艺术形象
深化人们对瑞犬纳福的美好期盼。

“瑞犬纳福——戊戌新年馆藏文物展”展期为1月
30日至3月30日。展览精彩演绎了中国喜庆的年俗和
丰富多彩的生肖文化，趣味横生、雅俗共赏，祝福广大
观众戊戌新春福瑞祥和、吉庆兴旺。这是一个伟大的
时代，这是一个对未来充满美好愿望而且始终不懈努
力奋斗的伟大民族。一百多件中国春节年俗文物和瑞
犬题材的艺术珍品，深深凝聚着人们对民族、对国家
的美好祝愿。

《《中国美术报中国美术报》》庆祝出刊百期庆祝出刊百期
2月6日，“回望与展望——中国美术

报出刊100期”纪念庆典活动在京举行。中
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徐里，中国国家
画院院长、《中国美术报》社长杨晓阳，中
国文联副主席冯远分别致辞。《中国美术
报》总编辑张晓凌致答谢词。本次活动由
《中国美术报》执行主编王平主持。

杨晓阳说，“2015年创刊以来，中国美
术报经过两年时间从无到有，在国家画院
支持下出刊100期。我们直面生活，直面问
题，敢于批评敢于报道敢于讨论。中国美
术报使得国家画院里充满了活力和创造
性，充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美术信息，真正
成为了一个美术交流的平台。”冯远表示，
中国美术报虽然初期创刊艰难，但其在中

国美术界发挥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这样
一张报纸既可以看到重点、热点和焦点问
题，还有一些有深度的文章，其最大特点是
有学术深度，观点鲜明。

张晓凌回顾了报纸从创刊到出刊百期
走过的路，用“百感交集”来形容自己的心
情。他说，“中国美术大而不强的根本原因
之一，就是我们缺少一批撰写中国美术故
事的高手。如果中国没有强大的美术理论
体系，中国美术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做这
份报纸，是想从理论上给予中国美术一点
助力，从整体上提升中国美术的品质。尽
管现在离这个目标还有很大距离，但相信
在我们的努力下，在各方力量的支持下，这
个目标终究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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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花开
盛世——中国美术馆藏花鸟画精品展”在中
国美术馆开幕。花开太平世，美在新时代。
这一展览汇集了中国美术馆藏花鸟画精品
一百余件，将中国宋元以来的花鸟画发展脉
络通过具体作品集中展现与梳理。展览分
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展出宋、元、明、清的花
鸟画作品，以陈容、边景昭、夏昶、沈周、吕
纪、陈淳、徐渭、周之冕、蓝瑛、朱耷、恽南
田、高其佩、华喦、高凤翰、李鱓、金农、黄
慎、郎世宁、郑燮、李方膺、边寿民等书画家
的花鸟画精品为代表，体现了绘物之精、状
物之妙、体物之情、写物之神，展现了中国人

观察自然的特色视角与抒情写意的独特方
式；第二部分展出近现代花鸟画作品，任颐、
吴昌硕、齐白石、陈师曾、于非闇、徐悲鸿、陈
之佛、刘海粟、潘天寿、林风眠等艺术家不断
拓展变革，也使花鸟画的抒情性、表现性、象
征性、文化性得到新的发展；第三部分展出
当代花鸟画作品。通过展出的当代作品可
发现，正是在传统基础上，当代画家们向民
间艺术学习，向史前艺术取经，从西方现当
代艺术汲取营养，推动不同画种、画材、画
法、画境的交叉结合，使当代花鸟画百花齐
放、争奇斗艳。

展览展出至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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