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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师范大学国际美

术学院以艺战“疫”，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线上美术作品展。本次作品展线上浏览量达

几十万次，不仅在当地备受瞩目，还受到合

作院校莫斯科国立苏里科夫美术学院的高度

关注。

苏里科夫美术学院院长阿纳托利·亚历

山德罗维奇·柳巴文为助力本次作品展亲自

录制视频，传递了对中国人民的关心与问候，

并表示两所学校的交流学习不会中断。

“艺术家们，创作就是你们的武器，用创

作鼓舞士气、提振民心！”苏里科夫美术学院

雕塑系加利姆·日姆巴耶维奇·多尔莫哥姆别

托夫教授在来信中说，中国历史文化悠久，他

相信并愿意与中国站在一起，迎接战“疫”的

胜利。

“战‘疫’终会胜利，我院师生都期待尽快

恢复两校之间的友好合作。”哈师大王飚老师

回应说。

本次参展的美术作品共58幅，展品种类

包括国画、版画、水彩、浮雕、速写和海报设计

等。展品创作者除哈师大国际美术学院师生

外，还有一群“小家属”——教师们的子女。

“孩子们听说作品有机会参与展出都高

兴坏了，每一笔都画得格外认真。”美术作品

展负责人徐小晴说。

“最好的特效药是‘不准出去丸’；钟医生

的药方是‘我说动，你再动’。”7岁的创作者

刘静熹在儿童画《保护家园》上写道，她在画

中给地球母亲“戴”了大大的口罩，希望能保

护人类远离病毒。

水彩画《控-空》上，空无一人的病房和病

床饱含对战“疫”胜利的期许。“病房的‘空’旨

在体现疫情的‘控’，我相信伴随疫情有效控

制和医疗用品的研发，一定会有更多人走出

病房。”徐小晴介绍说。

“我们的作品虽只以医护人员的背影为

创作题材，却定格了‘逆行者’迎难而上、为爱

出征的最美姿态。”浮雕作品《加油》的创作者

李子健说。

据了解，本次作品展中最受瞩目的是由

哈师大国际美术学院院长李岗创作的系列作

品国画《日月山川，天佑武汉》。该作品融合

了武汉当地的山川盛景与火神山、雷神山两

座医院建设过程中的大量元素，实现传统山

水画中山石景观和现代建筑中几何结构的有

机统一，画风别具一格。

“我想把抗疫主阵地最真实、最感人的

一面传递出去，让更多人体会一线人员的艰

辛，也让战‘疫’英雄们放心，全国人民都是

他们坚实的后盾。”李岗说，希望能以画笔

描绘人民内心深处的真善美。 （徐凯鑫）

爱无国界 以艺战“疫”

后城市化时代的艺术寻根
□董培升

日前，中国国家博物馆发布公告，面

向社会公开征集抗“疫”过程中形成的具

有收藏、研究、展示、纪念价值的代表性实

物和资料。征集以移交、捐赠、征购三种

方式为主，经过鉴选决定收藏后，中国国

家博物馆将为捐赠单位、个人颁发证书，

或以其他适当形式予以铭记、奖励。

此次征集的实物及资料共计六大类

型：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关于防控疫情所

发布的公告、海报、通知、公函及相关请

示、批复、会议纪要等文字资料；全国各地

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使用的相关物资、装备

等实物，如医用工具、医疗设备、物资运输

装备、宣传设备等；反映全国人民广泛参

与抗击疫情感人事迹的实物资料，如一线

医务工作者个人照片、录音视频、抗疫日

记、请战书、火线入党申请书、往来书信、

荣誉证书、奖章、锦旗、捐赠证明等；反映

各地民众积极奉献爱心、全力配合防疫工

作的实物资料，如社区街道出入证、工作

证、通行证、献血证、执勤日志、宣传条幅、

海报、传单、自救及救人工具、防疫用品

等；与防疫抗疫相关的各类美术作品、影

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其他具有重要收藏、

研究、展示、纪念价值的实物和资料。

据悉，疫情期间，拟捐赠者可以先将实物资料图片及文

字说明发送公众号“国家收藏”捐赠系统。中国国家博物馆

将及时组织专家进行鉴选，确定收藏的，将联系捐赠者协商

确定运输方式。疫情平复后，相关实物征集将纳入中国国

家博物馆常态化工作继续开展。 （王 觅）

“这具保存较好的人骨，形如‘坎’字的甲骨文。像这样呈

跪姿，且可与甲骨文中的字形对照上的人祭现象实属罕见。”

柴庄遗址发掘项目负责人梁法伟说。

在河南济源柴庄遗址的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在遗址内发

现大量墓葬及晚商祭祀遗存，为研究商周时期社会形态及礼制

变迁提供实物资料。其中，一处独特的人祭现象引发业界关注。

身首异处，面朝北方，双膝跪于坑内，两手交叉放在身前。

梁法伟介绍说，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商朝盛行祭祀文

化，先民用“社”“示”“坛”“坎”等象形文字记述不同形制的祭

祀活动。其中，“坎”字描绘的便是将人或是牲畜放在坑中的祭

祀方式。

此前，考古发现的人祭现象多为躺姿。专家推测，呈“坎”

字形的祭祀方式尽管在目前考古发现中出现的数量极少，但

既然能与甲骨文中的记载相照应，或许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

柴庄遗址所处区域是商王朝经略晋南的要地，也是文献

记载周武王伐商的必经之地。这里扼守轵关陉东端，北依太行

山，南部为黄河，地理位置显要。

2019年以来，为配合基建，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与济源市文物工作队组成联合考古发掘队，对

柴庄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及调查勘探，发掘面积6000平方米。

“遗址内发现了排列有序的晚商高等级贵族墓葬、祭祀

坑、夯土基址和建造考究的水井等，表明这里在当时应为区域

中心聚落。”梁法伟说，遗憾的是，由于墓葬被盗严重，尚未发

现可指明聚落族属的实物资料。

目前，考古人员仍在对遗址情况进行综合整理分析，结合

遗址布局结构及出土的丰富遗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蚌器、

玉器、原始瓷和卜骨等，还原聚落的基本面貌。（桂娟 李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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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发现大型商周遗址 出土甲骨文记载的罕见祭祀遗存

古村落是农耕文明的物化载体，回溯越久，越有传

世的力量。国家艺术基金河北古村落美术创作活动，

组织100多位画家走进太行山区的古村落，去浏览、考

察、触摸和辨认，开掘后城市化时代的美术创作的富矿

活泉。留住文化根脉，既明确为谁而美、为什么而美，

又让有文化、有内涵、有特色的古村落“活”下来、“火”

起来，以激发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掌握艺术话语权。

探寻人文绘画的母题

乡愁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元素，是一种历

史文化档案，安放着中国人的“灵”与“根”。正如费孝

通《乡土中国》所言:“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

性的。”

此次画家们前往英谈、大梁江、吕家、暖泉、鸡鸣驿

等太行山麓的古村镇，用乡愁和乡情来丰富绘画创作，

探寻人文绘画的母题，同时展现出当代人文绘画的美

学意境和精神价值所在。他们穿行于山野田埂间，寻

找着多种多样的艺术实现方式，在传统的农耕社会营

造祥和的生存氛围，从天人合一的思想中摄取营养。

比如《故园大梁江》《岁月沧桑》《故园组画》《坝上人家》

等作品，既是守护历史的记忆和文化的传统，倾注文化

乡愁的浓厚情感，又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刻

录着岁月的温度，印在画家心灵的深处。

在对古村落的回望与审视中，既有人性的思虑，也

有社会意义的考量，从而唤醒人们心中最本质、最温暖

的文化守护，抵达现代人内心的温暖归宿。比如《戏

班》《太行记游》《考察鸡鸣驿》《英谈晌午》《凝固的石头

镇》《秋染石院》等作品，深入古村落的文化肌理，以山

石为骨骼、溪流山涧为血脉、花草树木为衣冠，探讨和

反思后城市时代的文化形态和意象，在文化的根脉里

寻得精神向度的指引。

把根扎深，枝叶才能繁茂。古村落的形制变化由

简单淳朴到复杂巧妙，体现了符合中国审美情趣的朴

实之美。驻足观瞻，化情思为景物，那浓郁的传统文化

气息无时无处不沁入心脾。比如《山魂》《暖泉新事》

《石寨之春》《吕家傍晚》等作品，以古村落为焦点，运用

典型化的方式和方法，形成历史与未来的视觉连接。

这些作品不仅让古村落美在表面，更美出了古村落的

生命，蕴涵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道德伦理，从而达到

情、理、形、神的意境统一，表达出对古村落的美好祝愿

与期许。

守住心中魂牵梦绕的乡愁

走进古村落，画家们的主体意识变得“在场”起来。

他们关注古迹遗址、村居宗祠、民俗民风、古今故事、凡

人善举等丰富内涵，从山花野草中看到生机与希望，从

冷冰冰的石头上看到乡情的温度，从炊烟袅袅里看到

故园的精魂与气场，用有形的艺术手段去描述无形的

精神世界，为艺术创作带来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力求

重构中国美术的审美意识与艺术精神上的文化标尺。

在后城市化时代的大背景下，在对古村落文化寻

根的溯源、寻踪、考察、辨析和指认中，那不断抬升的石

阶，那青砖灰瓦、石碾古树和小桥流水，那古镇上简单

的房舍和口吐方言的村民，那悠闲的老者、空旷的庄稼

地……一幕幕看似琐碎平淡的场景，正是生活的原初

面目。画家们借老人形象，抒发久别游子离开家乡之

后的孤寂、怀想与痛苦之情；借山里人家的生活生产场

景，描写对生命的执著、热烈和真诚；借冷冰冰的石头，

传递无声的色彩倾诉与表达，仿佛让人听到了先民们

的歌声和悲哭。画家们用画笔让形态各异、风情各具、

历史悠久的古村落“活”下来，凝结成一幅幅如诗如画、

如歌如梦的作品，既留下了乡土中国的文化根脉，也守

住了我们心中魂牵梦绕的乡愁。

怀着一种强烈的家园意识，画家们关注着破旧、空

旷、平常、粗糙的山野原生态，寄寓精神皈依的起点、矫

正和导引，细细品味着古村落平凡生活中的幸福滋

味。如一阵掠过山坡和崖壁的清风，一片飘过荒滩的

云团，一株立于茅舍前的歪脖树，一个洋溢着如歌欢

畅、如画清亮的乡间女孩，还有那向阳开放的葵花和草

叶上的雨珠，无不带着浓浓的诗意，精美地收纳于画家

笔底，也融入了生命的美好与震撼。画家们伫立于乡

民先祖的牌位、功德碑前和祠堂古村落中，面对既熟悉

又陌生的景物、器物、遗迹等原始具象，无论是写实还

是写意，或者是朦胧与抽象的笔触，无不产生一种反思

的感怀、觉醒和祈祷，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对接、融合和

转换，从而完成一次自我救赎，在文化的根脉里寻找到

精神向度的指引。

承继画家使命与价值的文化根基

古村落主题美术创作将原创精神根植于地域文化

和民族美学的土壤中，极大地提升了画家参与公共生

活的热情，张扬起一个民族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原创力

和再生力。

行走与考察、写生与创作，对画家而言是获得原创

作品的主要方式和方法，是一种责任担当和艺术自觉，

也是身体锤炼、意志磨砺、情感升华的过程。无论是水

汽氤氲的云雾、还是葱蔚洇润的原野，无论是大山深处

的茅屋、还是缭绕升腾的炊烟……在画家们此行的作

品中，既有从大处入手，体现出燕赵山水、古村的独特

动人、雄秀神奇的风格，如《山魂》《苍岩山写生》《阳原

开阳堡》《春风十里》等；也有从小处点睛，融合村居、树

丛、人物细节，给画面造成虚与实相间的灵动特点，如

《清晨放歌》《和古镇》《英谈的院落》等作品。在《清音》

《茶旧沟》《吕家傍晚》等画作中，画家们又以鸟瞰世界、

俯视寰宇的视角来凝视山水行云，创造出超越时空、苍

茫空灵的画面。《矍铄的面庞》《远逝的鸣唱》《凝望》等

作品，则以细腻的笔触烘托生命的赞歌，表达出层山叠

雾中的情景变化和大自然之韵味。而《暖风》《塬上》

《涵泳青山》《日长如小年》等作品，继承了中国绘画壮

美与静美的意境营造手法，处处体现出燕赵的古村之

美，同时也赞颂了燕赵太行的锦绣风光，让人在静观中

咀嚼出清旷俊朗的人文美感。

寻根并不意味着复古。在后城市化时代，谱写以

地域文化为底色的基因图谱，需要画家张扬原创艺术

激情，在民族文化的源头找寻文化标本、化石、指印和

足痕，接续我们的文化链条，给予我们现实生存的鼓舞

和进取力量，为文化的生长提供持续的动力。春风十里 荣震瀚 作 戏班 汪耀民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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