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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觅） 记者从日前在京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12月20日，为期3个月的“只立千古——
《红楼梦》文化展”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式开展。此次展
览由中国文联、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中国红楼梦学会、
北京曹雪芹学会学术支持，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国家图
书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协办，国内20多
家文博单位参展，是国博本年度重要的文化展之一。展览
将展出与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相关的各类文
物、文献、艺术品近600件（套），旨在深入挖掘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大力推动《红楼梦》文化传播，全景式呈现这部
百科全书式巨著的文化景观，丰富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戏曲小说”，每一历史时期都
有各自最具代表性的文艺作品，《红楼梦》无疑代表了中
国古代小说的巅峰。此次展览共分为6个部分，从文学源
流、创作背景、艺术表现、文化传播、深远影响、重要评价
等不同角度进行展示。展览首先以文学发展简史的叙述
呈现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发展脉络，随后通过介绍作
者曹雪芹的家世和身世，展现了作者“披阅十载，增删五
次”的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创作精神，从而折射出《红楼
梦》深厚的文化背景和精深的思想。展览中，一系列丰富
的文物从不同侧面展现了《红楼梦》的表现题材、艺术形
象和丰富记述。观众还将看到《红楼梦》各种各样珍贵的
版本、续本及译本，其中许多版本是首次公开露面，从而
能真切感受到经典的文化魅力。此外，展览还展出了与
《红楼梦》有关的学术研究、艺术创作和生活日用，其中不
乏珍贵的名家手稿、鲜见的报纸照片、精美的绘画书法
等。展览最后汇集了中外众多对《红楼梦》的重要评价，从
而彰显了这部作品在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与深远影响。

主办方表示，《红楼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
希望通过此次展览，为广大观众坚定文化自信，构筑中国
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石鲁是中国美术史论界公认的20世纪中国
画坛开宗立派的巨匠，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
培养的革命文艺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用自己
的名字致敬“石涛”和“鲁迅”，表达其崇高的艺术
理想和精神信仰。在石鲁诞辰100周年之际，12
月10日，为期两个月的“艺道长青——石鲁百年
艺术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此次展览旨在
纪念和缅怀石鲁先生，充分展示他在继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所创造出的艺术辉煌，彰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对当代中国书画
艺术的深刻表现，展示反映时代精神的优秀作
品，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共同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石鲁早年就学于成都东方美专，1940年起
在延安工作，10年间创作了许多反映抗日战争

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木刻版画及其他艺术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石鲁积极歌颂中国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深情表现陕北黄土高原的风情和人民，
创作了一批彰显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
品。他的作品用中国符号深刻阐释了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成为近现代中国美术史上
的经典。

石鲁特立独行的思考精神使得其在山水、人
物、花鸟、书法、印章、诗词、文学、艺术理论等方
面充满鲜明的个性，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感和前瞻
性。其早期画风偏于写实，用笔坚实谨严，偏爱革
命题材；后期画风奇崛劲健，常以华山、荷花为
题，笔力纵恣雄豪。他的艺术风格和艺术理论对
当今中国画坛的多种风格和表现方法，如革命历
史画、乡土表现主义、新文人画、实验水墨画等，

都起到直接的影响或间接的启迪。
此次展览通过近400件石鲁创作的经典作

品以及相关史料、文献和图片，全面展示了石鲁
的艺术历程及其与中国时代语境和现代书画艺
术发展脉络之间的关系。展览分为“革命史诗”

“时代礼赞”“长安新画”“风神兼彩”4个单元，每
个单元之中又设两至三个小专题，囊括了石鲁各

个时期的代表作。这些作品选择着眼于20世纪
下半叶中国社会史与美术史上的一系列重大变
化所形成的语境与情境，呈现了石鲁在艺术创作
各个阶段中的创作思想与主题、创作样式与技
法，以及经典作品创作过程中的速写、手稿和创
作草稿，以求清晰地反映在时代背景下石鲁作品
题材的变化及其历程演绎中所形成的独特风格。

1940年起的10年间，石鲁先后在延安的陕
北公学、西北文艺工作团、《群众日报》社、延安大
学、陕甘宁边区文协工作，并创作了许多反映抗
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木刻版画及其他多
种形式的艺术作品。其间，他参加了1942年举行
的延安文艺座谈会。“革命史诗”单元展出的《转
战陕北》《东方欲晓》《延河饮马》《南泥湾途中》
《宝塔葵花》《秋收》《延河之畔》《东渡》等作品，无

不是革命生活对画家的情感和审美趣味产生作
用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
义建设的时代大潮，石鲁秉承“从生活入手”的宗
旨，深入青海藏区、宝成铁路和兰新铁路建筑工
地，以及祁连山、乌鞘岭、陕南和陕北等地，与建
设者同吃同住，为劳动人民画像，用画笔展现和
歌颂新时代、新气象。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他
开始反思早期水墨画技法中的西洋画倾向和美
学上的情节化倾向，苦读中国古典美学著作，临
摹历代名家书法、绘画，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
并丰富自己的艺术创作。这些作品在“时代礼赞”
单元得到了充分展示。

新中国成立后，石鲁被派往西安工作。作为
陕西美术事业建设的组织者，他积极歌颂中国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长期坚守和深情表现陕北黄
土高原的风情和人民，勤奋努力地创作了许多无
愧于时代的优秀中国画作品。他提出“一手伸向
传统，一手伸向生活”成为当时陕西美协创作的
指导思想，创建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北方诞
生的画派“长安画派”。该画派以西北自然、风物、
人情为主要载体，将新时代革命浪漫主义价值理
想和阳刚雄伟的美学思想相结合，在展现社会主
义革命、建设与时代风格、中国画的创新与民族
绘画语言探索、西北绘画题材的发掘与开拓等方
面，都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在上世纪60年代初短
短的三五年之中，石鲁创作了一大批中华山河新
风土人情的经典之作。“长安新画”单元集中展现
了其这一时期的作品。

1970年之后，历经折磨、几度死里逃生的石
鲁重新拿起画笔进行创作。他的艺术从理想转向
精神，从抒情明朗的浪漫转向孤愤苍劲的沉雄，
从现实的诗意描写转向形而上自然大道的畅神。
他劲健、险峻、跳跃，如金石崩裂般的笔法的大写
意，是其后期艺术的神髓。此时的石鲁，借助于传
统文人画的艺术语言来体现其主体意识的彻底
觉醒。“风神兼彩”单元汇集了这些创作成果。这
一时期石鲁的绘画题材大多是华山、黄河、花卉
和动物，从绘画形式上看，诗、书、画、印结合，基
本属于传统文人画形态。从中不仅可以看到其在
艺术形式和内容上的变化，从为客观生活传情到
为主观“我”抒愤的转变，还能感受到艺术家严肃
的思索和敢于捍卫真知真理的信念、敢于对假丑
恶抗争的勇气。

石鲁曾经说过：“我想画家的立意，就是为时
代代言。”他毕生都在以自己孜孜不倦的艺术创
作践行这样的理念。正如李建彤在《永不消
失——忆石鲁》中所写：“石鲁的一生，活得刚毅
倔强，他活得有声有色，他活得有爱有恨，他活得
光彩夺目，这一切的一切，似乎转眼即逝，但他又
在我们眼前，永不消失。”

（本文配图作品均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重温巴金先生《随想录》《巴金家书》
《我的家》《憩园》等作品，感悟其中所体
现出的著作者的善良、干净与可爱。在
这些故事里，主角是人，不再是神。巴金
晚年回忆往事，自觉著文反省，解剖自
己，反思自己，把心与爱交给了读者与亲
人。未泯的良知，促使他知过，并在《随
想录》《再思录》等著作中将“撕裂的伤
口”给读者看，履行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历
史责任。这些思考、探索、追求的文字，
达到了文学与思想上的高峰，也使巴金
先生得到人们高度的敬意。

清代诗人王士祯《秋柳》中有句诗：
“相逢南雁皆愁侣，好语西乌莫夜飞。”诗
中有画，画中有诗。在此“南雁”指明朝
遗民，“西乌”指有意屈节降清的人物。
这句话的表面意思就是说，南飞的大雁
相逢也都面带愁容，告诉西乌莫要夜
飞。古人重气节，诗人以雁雀为喻对比
写照，在诗情画意中自伤身世，将自然环
境与个人际遇相融，借景抒情，诗境优美
而感伤。

填平和的诗句，写无声的画，清供台
上放置瓷罗汉或“桃园三结义”泥偶，室
内挂喜爱的字画……这是文人在观尽世
间万象之后的闲逸之情、雅趣。他们解
人生愁困、郁闷的办法有很多种，吹拉弹
唱、舞文弄墨，甚至“一醉解千愁”。这些
办法不外乎动静相合。动，不是乱动，而
是以创作来发泄，再在“静”中悟出理法、
经验。有些艺术家想象力超凡是件好
事，但有时候到了“神经质”的程度就不
那么“美”了。这种入了门却又打不出来的现象，在艺术上
可谓“师而不化”，俗称“钻进牛角尖”。在这种状态下艺术
家容易迷失。庄子曾言“上与造物者游”，其实是指宇宙中
的万事万物都在流动，都在千变万化当中。人可独自与天
地精神对话、往来，却不能傲视万物，亦不能拘泥于是非，要
懂得与世俗相处，正如“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
朝”。艺术家只有懂得了这一层，懂得了有限与无限之间的
辩证关系，绘画、诗歌、小说、音乐、建筑、书法等等一切形式
的艺术才会出现“前水复后水，古今相续流”的美好现象，构
造起谦和、自然、有序的精神图腾。

读懂巴金小说《憩园》意，我画了一幅《如果着上花衣
裳》，并以此为题填了一首诗来表述自己的心境：“巴山浦江
意孜孜，岁月不识人心移。憩园病树祈春望，冷砚真情遣画
知。两代升沉驹过隙，一怀悲喜酒盈卮。传书与世观天下，
记取尘间几妍媸。”穿上衣裳，人有了体面，有了遮掩，身体
的残缺他人也看不清；不着衣裳，一切回归到亚当、夏娃偷
食禁果之前的时代，千方百计遮掩的伤痕再次暴露在阳光
之下。基于此，在这，我不单单是在谈一个赤身裸体的美女
形象，或者说一个风情万种的香艳故事，更是在对人性、情
感乃至艺术信仰做一次繁复的梳理。

我
画
巴
金
小
说
《
憩
园
》
意

□
滋

芜

《
红
楼
梦
》
神
游
太
虚
图
册
（
清
代
）

中国第一张《红楼梦电视连续剧主题歌》LD激光视盘 大观园图（清代）

嵌珠石点翠银钗（清代）

冯其庸手抄庚辰本《石头记》

转战陕北 剪羊毛——藏族人民生活小景

山区修梯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