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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未来等待年轻人的成长和接力艺术的未来等待年轻人的成长和接力
□兴 安

再现“千古风流人物”的精神世界
——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随记 □夏天薇

12月5日至13日，由中国国
家画院主办、中国国家画院书法
篆刻所承办的“黄河文化主题书
法篆刻展览”在中国国家画院美
术馆举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黄河文
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推进黄
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深入挖
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
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
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为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中国国家画院于2020年5月
始，组织本院专业书法篆刻艺术
家，文化和旅游部系统及黄河沿
线的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
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9省区
的部分书法篆刻艺术家深入生
活，深入一线，紧扣时代脉博，开
展了追溯和弘扬黄河文明的采风

创作活动。63位艺术家以书法
篆刻为主要艺术载体，或以赞颂
黄河的历代诗词歌赋追忆和弘扬
传统文化精神，或以饱满的热情
自作诗文，讴歌新时代黄河生态
和文化精神，创作了126件兼具
传统意蕴和时代精神的优秀作
品，展现了新时代黄河文化的博
大精深和蓬勃风貌。

12月6日，由书画频道、中国艺术档案学会、中国移动咪咕公司主
办，中国美术家协会少儿美术艺术委员会学术支持，中国工艺艺术品交
易所协办的“经典传承——全国少儿国画大展”颁奖典礼在京举行。蔡
武、胡振民、冯远、杨志今、张秋俭、覃志刚、徐里、杨景芝、何韵兰、朱凡、
侯令、乔晓光等领导和专家学者，以及主办方代表、知名书画家和本届
大展的优秀组织机构代表、获奖选手、教师家长等与会。

“经典传承——全国少儿国画大展”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大型公益
性文化活动，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少年儿童美育素质为宗
旨，以践行落实“美育从娃娃抓起”为主导，力求通过传统水墨文化基因
和红色经典文化基因的相互融合，让孩子们从小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本届大展自启动以来得到广大少年儿童美术爱好者及
教师家长的积极参与和热情支持，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和广泛的公
众影响力。一批少儿美育专家和基层美育教师无私投入到活动中，带
领孩子们以红色传承为主题进行写生，同时用稚嫩的笔墨与色彩对生
态环境、美丽校园、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主题进行描绘。本届大展共收到
来自全国各地的投稿作品5000余件，12月5日至6日，大展终评系列
活动在京举行，最终评选出“经典传承特等奖”等各个奖项。

冯远表示，“经典传承——全国少儿国画大展”是一项美育树人的
文化工程，鼓励小朋友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为祖国的繁
荣发展贡献力量。徐里认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未来，他
们用画笔将民族精神与时代楷模展现出来，有助于培养发现美、表现
美、创造美的能力。何韵兰希望社会各界都能为这样的美育工程增添
力量，为孩子们的健康发展提供帮助。

此次颁奖典礼集获奖选手颁奖和精彩文艺汇演于一体，以中国水
墨元素为核心，融合书法、绘画等传统文化内涵，将书画、诗歌、音乐、舞
蹈等艺术形式多维度呈现，为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的艺术盛宴。主办
方表示，今后将与家长和美育工作者进一步精诚合作，在少儿美育工作
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兴盛培养优秀的中国
画人才。

11月25日，
让·卡尔多雕塑
作品《阳光下的
牛》向中国美术
馆捐赠揭幕仪式
在中国美术馆雕
塑园举行。

国际著名雕
塑家让·卡尔多
长期在里昂和巴
黎高等美术学院
任教，并当选法
兰西艺术院院士，他曾参展中国美
术馆于2019年举办的“不朽的传
承——法兰西艺术院雕塑院士作
品展”，展览结束后让·卡尔多将
10件雕塑代表作留在中国美术馆
永久收藏，此举令人感佩。同年，
在庆祝中法建交55周年之际，
让·卡尔多再次将大型雕塑《阳光
下的牛》捐赠给中国美术馆，进一
步丰富了中国美术馆藏国际艺术
精品序列，也使中国美术馆和让·

卡尔多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

示，中法友谊源远流长，法国是
最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
西方大国。20世纪中国美术的
重要特征是中西合璧，在这一进
程中极为重要的是中法之间的
美术交流。法兰西艺术院院士向
中国美术馆捐赠作品的这份深
情、这份友谊，将载入中法艺术交
流史。

黄河文化主题书法篆刻展览

“经典传承——全国少儿国画大展”颁奖

雕塑《阳光下的牛》入藏中国美术馆

2020年9月，我踏进故宫文华殿的大门，有些昏暗的
展室里拥挤的观众重重叠叠。能够有足够魅力吸引这么
多观众不远千里前来观看的，便是故宫为北宋著名文学
家、书画家苏轼苏东坡策划的《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
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本次展览从故宫博物院藏
文物中精选出61件套与苏轼相关的书、画、碑帖类文物
作为展览主体，并辅以院藏器物类文物和古籍善本。对
普通观众来说，能一次性饱览这么多苏轼真迹真是难能
可贵，因此故宫博物院的参观门票从展览开幕时便一票
难求。展览共分为四个单元，分别从苏轼的交游与时代、
苏轼的文学创作、苏轼的书法艺术及其影响、苏轼的生活
情趣与人生态度等不同角度，以文物为载体，展现苏轼的
艺术造诣和人格风范，从而睹见苏轼这一家喻户晓的历
史人物的精神世界。

“为君三日醉，蓬发不暇帻。”《岐亭五首》便是苏轼因
“乌台诗案”被贬谪到黄州时遇到“白马青盖”来迎的故友
陈慥陈季常时所作。苏轼与陈慥在黄州重逢，友情甚笃，
苏轼在黄州的300多封书信中有16封就是写给陈慥的。
这次展览中的《新岁展庆帖》便是苏轼写与陈季常的一封
信札。“昨日得公择书，过上元乃行，计月末间到此，公亦
以此时来，如何？”苏轼在信中说，上元节后另一位好友李
公择要来，预计月末到，于是邀请陈慥与李公择同时过
来。“窃计上元起造，尚未毕工。轼亦自不出，无缘奉陪夜
游也。”但此时苏轼忙着建造“雪堂”，不能陪着游玩。“雪
堂”在苏轼的散文《雪堂记》中有记载，“苏子得废圃于东
坡之胁，筑而垣之，作堂焉，号其正曰雪堂”。而后苏轼说
会给陈慥寄精美的鸟笼和扶劣膏两样东西，也想借陈慥
收藏的建州茶臼和捣茶用的椎子，让铸铜匠仿造一套。

《新岁展庆帖》中的内容非常生活化，苏轼的性格也
跃然纸上。热情好客的苏轼即便被贬谪黄州，在艰苦的
生活条件下也保持着与友人的往来，不但留着精美的鸟
笼寄给好友，还特地让朋友带来建州的茶臼子找人进行
仿造。即便经过朝堂上的浮沉、仕途的不顺，他也保持着
积极乐观的心态和对生活的热情。

《新岁展庆帖》据传作于1081年，苏轼时年44岁。其
书行笔流畅、灵动自然，不似《黄州寒食诗帖》那般起伏跌
宕，也不像《春中帖》那样浑厚凝重，是苏轼书风由早年过
渡到中年的佳作。

此次展览还展出了明拓《晚香堂苏帖》中的《献蚝
帖》，这是苏轼被贬海南儋州后写与友人的一封信札，作
于元符二年（1099年）冬至前二日。这封信札记录的是当
地人赠蚝，苏轼将生蚝与酒同煮发现非常好吃，又将个儿
大的生蚝放在火上炙烤，说比煮酒更好吃。最后告诉儿
子不要告诉别人，怕别人知道了争相来跟自己抢食如此
美味。“每戒过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
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

绍圣四年苏轼被贬琼州，此时他已经63岁，远离朝
廷。海南的生活条件艰苦，“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
冬无炭，夏无寒泉”。虽然身在这种艰苦条件中，并且仕
途上备受打击，读这封信札给人的感觉却像是在讲一个
幽默的故事，非常轻快。这也反映出苏轼在面对挫折的

时候，能够豁达乐观地看待事物。
展览中令我印象深刻的另一幅作品，是苏轼题跋林

逋的《自书诗卷》。林逋，字君复，北宋著名隐逸诗人，宋
仁宗赐谥和靖先生。林逋40余岁后隐居杭州西湖，结庐
孤山，终生不仕不娶，惟喜植梅养鹤，自谓“以梅为妻，以
鹤为子”，人称“梅妻鹤子”，为后世文人所仰慕。“疏影横
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为其咏梅名句。这幅书法作
品作于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林逋时年57岁，已经
过上了隐逸生活。他的这幅行书笔势方硬，风度峭劲，行
距疏朗，犹如他的性格散淡疏逸。半个多世纪后，苏轼见
到林逋此卷，在诗后题跋，对其高洁的人品推崇备至，称

“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由俗”“不然配食水仙王，
一盏寒泉荐秋菊”，又赞林逋“诗如东野不言寒，书似留台
差少肉”。这样不遗余力的赞美之词，若是放到今天，苏
轼想必是林逋的头号粉丝了。但与林逋书法的劲峭不
同，苏轼的《书和靖林处士诗后》其书藏锋敛锷，运笔、结
体、章法皆极平易，气韵雅逸，线条流丽温润。

苏轼在诗文、书法、文学等方面都是宋代极具代表性
的人物。他的一生跌宕起伏，然而难能可贵的是，他以宽
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以潇洒的胸怀去面对人
生的坎坷。他的精神境界通过传世的诗文和书法作品为
后代所称颂，对后世影响深远，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
财富。

新岁展庆帖（故宫博物院藏） 苏 轼 书

书和靖林处士诗后（故宫博物院藏） 苏 轼 书明拓《晚香堂苏帖》苏轼书献蚝帖册（故宫博物院藏）

当代艺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这么多的争议。
作为“舶来品”，它影响了我们差不多40年，其中不乏借
鉴、模仿甚至抄袭，而真正由我们自己创造的东西却少之
又少——是时候对其进行某种反思了。但最好的反思恐
怕是我们以自己的作品说话，并且证明。

内蒙古从来就不缺艺术家，妥木斯、朝戈这两位优秀
的代表，以截然不同的风格和图式深刻地影响了内蒙古
绘画艺术的走向与变化。有论者统称之“草原画派”，虽
然我不大认同这个概念，但是在没有更准确、更合理的命
名之前，只能不得已而为之。概念毕竟是概念，对艺术来
说实践更为重要，妥木斯也说过：“踏踏实实的实践比无
休止的争论要有意义得多。”而且，内蒙古的绘画艺术几
十年来可谓大家尽显、人才辈出、风起云涌，为我们提供
了丰富的样本，也在当代艺术抢滩国内艺术市场的情势
下，贡献了独特的中国经验。

2019年的“冲击·印记”艺术展，是关于马的主题展
览，也是一次以年轻人为主体的“以老推新”的尝试，获得
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责任与出路：观

“冲击·印记”艺术展》，对这个展览做了某种阐释，对“70
后”“80后”“90后”的年轻艺术家们的探索给予了肯定，
即彰显与传统绘画和流行绘画不同的艺术形态和创新力
量。2020年12月13日，第二届“印记：转化·传承”美术
作品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本次艺术展称之为“印
记：转化·继承”，其实就是对上次展览的扩展和转化，而
继承，我以为则是对经典与前辈的致敬和弘扬。

这次参展的艺术家依然以年轻人为主，有些还是在校
的学生，因为我一直坚信，未来属于年轻人，艺术的未来同
样等待着年轻人的成长和接力。当然还有几位我尊敬的

“40后”“50后”艺术家，如吉尔格楞、蔡树本，还有从音乐

家跨界而来的乌兰托嘎，这种大跨度的年龄与代际的结
合，使这个展览具有多元化的艺术审美构成，并且从民族
身份上，也显现了多民族对艺术共通的热情与执著。

21世纪初，有人提出了“草原画派”的概念。十几年
弹指一挥间，此刻我想沿用这个概念，提出“后草原画派”
的愿景。它或许是“草原画派”的延续、嬗变甚至反叛，我
希望它就发生在这些人之中，尤其是在年轻人的实践中
得以正名。

村上隆讲过这样一句话：“艺术现今是为填满美术馆

而存在的装潢品。”我不同意这个说法。在艺术生产这个
环节中，艺术家和作品才是主角。就像今天，我们是这里
的主人，用作品和热情迎接你们、也就是参观者的到来。

马克·罗斯科说：“绘画的生命倚仗观者的默默共
鸣。一幅画，在敏锐灵动的观者眼里，会骤然间弥漫、旋
转起来；若遭遇呆滞麻木、无动于衷的观者，将必死无
疑。”我希望你们认真地同时也宽容地，甚至是谦逊地面
对你们眼前的这些作品和艺术家，因为他们中的有些人
可能就是将来你们意想不到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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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公无渡河》 赵 熊 书

广 告
贾平凹研究 贾平凹序言、书信与文章一束 ………………………………… 贾平凹

关于《废都》与贾平凹——给H君的信…………………【日】吉田富夫
贾平凹与吉田富夫……………………………………………… 韩向东

文坛纵横 走向粗糙或非虚构？——关于现实主义的思考之六…………… 李松睿
对抗虚空：当下短篇小说一瞥 …………………………………… 黄 平

茅盾文学奖研究 茅盾文学奖的“表”与“里”
——以茅盾文学奖评语及授奖辞为中心…………… 丛治辰

词语、时间与结构——第十届茅奖作品的名实之辩 …………… 叶立文
茅盾文学奖与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审美共舞”… 范伊宁 张丽军

小说形势分析 近年来长篇历史小说营构近代史的角度和方式
——以《独药师》和《白雪乌鸦》为例…………………… 张丛皞

“趣味”的焦虑——从“兴趣爱好”管窥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书写…李佳贤
格非研究 面对现代世界的痛苦纠结——论格非的《春尽江南》与《月落荒寺》…李秀龙

“存在”与“家园”的双重探寻——论格非小说中的乡愁乌托邦 …… 廖高会
小说作家作品研究 末代知青罗曼司的背影

——从《红杉树下》观末路的“知青小说”………… 丁 帆
《杜晚香》与丁玲北大荒文学记忆………………………………… 林超然
思想形式化——论王小波小说的非叙事性话语………………… 徐莉茗

小说世界随笔 论芥川龙之介对近代日本之中国想象的抵抗与妥协
——以《中国游记》为中心……………………………… 何 荷

被荒诞照彻——《大师和玛格丽特》中的自然世界 ……………… 沈 念
西部文学研究 论近年来西部乡土小说一种新的审美趋向……… 李珍妮 贺仲明

飞扬与在地——西部文学的生命意识………………… 周国栋 荀羽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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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有关单位和读者反映，有人冒用本刊名义征集稿件。本刊声明如下：
1.本刊未设立其他采编点或分支机构，也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编辑出版《小说

评论》杂志。
2.本刊唯一办公地为西安市建国路83号，联系电话为029—87428615，87428476。
3.本刊投稿信箱更改为xspl1985@vip.163.com，原xspl1985@163.com邮箱作废。
4.本刊对冒用本刊名义进行收费和征集稿件的单位和个人将保留起诉权利。
敬请广大作者和读者注意，谨防上当受骗。本刊将依法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卷首语
我们万众一心……………… 扎西达娃（藏族）
中短篇小说
逃亡的 貀…………………… 吕 翼（彝族）
彝族文化视域下的抗疫叙事（佳作点评）

…………………………… 吴道毅（苗族）
拉姆措和拴牢………………… 何延华（藏族）
群众演员 …………………… 了一容（东乡族）
女人树香……………………… 石庆慧（侗族）
大鱼…………………………… 马碧静（回族）
月光下的玉镯 ……………… 王 杰（布依族）
生死冲锋号 ………………… 刘 泷（蒙古族）
散 文
还阳草 ……………………… 徐晓华（土家族）
炫舞青稞……………………… 祁建青（土族）
人间至味……………………… 孙玉安（回族）
触摸兴隆之光………………… 薛 梅（满族）
落叶黑土 …………………… 周 静（蒙古族）

诗 歌
历史悠久的土地 …………… 金 哲（朝鲜族）

朱 霞（朝鲜族）译
在城市的烟火里走过………… 石才夫（壮族）
独白 ………………………… 吴真谋（仫佬族）
木门总会瞬间打开…………… 廖淮光（苗族）
塔加：古村秘境 ……………… 马文秀（回族）
老寨七章……………………… 吴昌仲（侗族）
聚焦新时代
玛拉沁艾力之路（报告文学）…………………

布仁巴雅尔（蒙古族） 杭福柱（蒙古族）
哈 森（蒙古族）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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