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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 由中国美术馆、湖北省教育
厅、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北省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湖北美术学院主办的“世纪美育——
湖北美术学院办学100周年艺术文献作品
展”亮相中国美术馆，让观众感受美的创造
在不同时代彰显出的审美价值，美的本质在
不同历史阶段呈现的社会形态,美术教育的
理念与传播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举足轻重的意
义……

沐浴在庚子深秋的暖阳里，缓缓步入中
国美术馆，以红色为背景的展厅中央，三尊古
铜色的雕像伫立于此，坐在中间的是蒋兰圃
先生，站在旁边的两位是唐义精先生和徐子
珩先生。

100年前，正是这三位先贤受蔡元培先
生“以美育代宗教”之感召，1920年在武昌芝
麻岭创办了湖北美术学院的前身——武昌美
术学校。探文化救国之道，图中华民族复兴，
三位先贤开创了我国中部地区近现代美术教
育之先河，学校也成为我国近现代高等美术
教育发源地之一。

蒋兰圃先生为学校首任校长，其不惜毁
家办学，用拍卖家产所得资金租下武昌芝麻
岭四间民房为校舍。这位辛亥革命的勇士、美
术教育的开拓者，将他的一生献给了美术教
育事业，在湖北美术学院的历史上留下了浓
墨重彩的辉煌。唐义精先生受到五四新文化
运动影响，徐子珩先生是当年的湖北教育总

汇的总干事，他们一直怀有以教育报国、教育
救国的理想。1923年，学校增设专门本科，改
名为武昌美术学校（简称武昌美专），康有为
曾为学校书写大幅匾额“武昌美专”。

1924年，学校办学规模扩大，但校舍分
散、狭窄简陋。为此蒋兰圃校长将个人当年在
湖北樊口购置的500亩田产租金及一艘小火
轮股票悉数捐出，连同唐义精、徐子珩所筹集
的南洋华侨募金、中华教育基金委员会接洽
津贴，以及社会名流资助等共银钱三万余元
对省政府所拨水陆街旧提学使署校址进行全
面改建。1926年 2月完工，4月举校迁入。
1930年1月，学校增设音乐学科，更名为私
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简称“武昌艺专”）。学
校至此改为综合性艺术专科学校，其诞生成
为我国高等美术教育的发端之一。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从武昌芝麻岭的民
房到水陆街歌笛湖畔，从宜都古老背到重庆
江津圣泉寺德感坝五十三梯，从汉口宁波会
馆到赵家条民宅再到古德寺，从武昌解放路
两湖书院到华中村，从昙华林到藏龙岛；从创
办武昌美术学校,到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
历经中原大学文艺学院、中南文艺学院、中南
美术专科学校、湖北省教育学院艺术科、华中
师范学院图画制图系、湖北艺术学院,于
1985年独立组建湖北美术学院，穿越百年，
跨越两个世纪，走过漫漫长路。

济济人才传承百年星火，青青子衿展露

万般才情。“世纪美育——湖北美术学院办学
100周年艺术文献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展
出了自 1920 年建校以来至今的 600 余幅
（件）艺术文献作品，系统呈现了湖北美术学
院美术教育发展的光辉历程。

作为中国近代最早开办的艺术专校之
一，湖北美术学院在百年风雨沧桑中，百折不
挠艰苦办学。在百年的办学历史中，铸就了

“兼收并蓄”的学术精神、“兼容互动”的教学
理念，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崇德、笃学、敏行、
致美”服务社会的优秀人才，为中国美术事业
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抗战时期，在烽火艺途中，中华民族面临
危亡。曾经担任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的
许敦谷，武昌艺术专科学校任教的唐一禾、蒋
治民，以及关良、张肇铭、王霞宙、管毓科、闻
一多等先贤巨擘在“妙手绘丹青”之时,不忘

“铁肩担道义”，在呼吁救亡国存之际坚持艺
术创作与理论研究，以强烈的爱国热情使命
担当，忧虑民族危亡，怀揣爱国情怀，在中国
大地上深深扎下了爱国之根、美育之根、文
化之根，使当时的武昌美术学校走出的艺术
家声名鹊起，这群中国画坛的艺术精英，以
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浓郁的地域创作特
色，跃入人们的视野，书写了中国画坛史上
闪光的一页。

在战后重建的艰难岁月里,熔铸和传承
“兼收并蓄”的学术精神和“兼容互动”的教学
理念,聚集了张振铎、汤文选、杨立光、刘依
闻、阮璞、师群、陈天然、张祖武、刘政德、李一
夫、张朗等艺术家、美术史论家与教育家,禀
承关注社会现实的思想与创作传统,广纳天
下英才而育之。有家学渊博的言传身教，有名
师教诲的美育滋养，一时间群星璀璨，闪耀中
华大地。

历史尘埃落定，前人身影已远。在时代递
进的皱褶里，百年岁月中积淀下了怎样的湖
美，走进新时代它又向世界展示出怎样的风
貌？

在共和国明媚的春天里，一批知名艺术
家以宏观开阔的视野、热血澎湃的激情,历经
个人与时代的对话、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
交流,尝试着如何建构新的历史情境下中国
文化的当代形象,以不同的创作主题和不同
的艺术形态，表达对祖国人民的热爱，对未来
时代的憧憬。

湖美人深知，是火热的生活给予了他们更
多的生活养分、高尚的美育洗礼，他们感受丰
富生活，感恩荆楚大地；湖美人懂得，真正的艺
术家是脚踏泥土融入百姓，从泥土的芳香中滚
爬出来，从采风写生中获得灵感；湖美人感悟，
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只有淳朴沉毅，才能
乐在其中，不断创作并享人间至乐，用双眼去
发现生活中点滴的美，成为艺术创作取之不尽
的源泉。

百年学脉薪火相传,十秩奋斗初心不改。
跨入新时代，湖美人坚持文化传承与使命担
当,在实践中进行教学改革,与时俱进、开拓
创新、关注时代、服务社会,让“艺术融入生
活”,以艺术打造城市公共空间,服务区域经
济发展,重塑当代都市形象,拓展美育空间,
实现艺术的人文价值和社会内涵。

漫步展厅，驻足观看，一幅幅栩栩如生、
风格多姿的作品，令人目不暇接，赞叹不已。
湖美人将朴素真挚的情感融入大自然及火热
的创作中，使得一幅幅作品极富生活气息，焕
发勃勃生机，似色彩流韵的真景，如浓烈清新
的世界。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湖美人怀揣
家国情怀，肩负社会担当，更是以强烈的使命
感，用画笔描绘这场抗疫战争，书写中华民族
面对灾难，众志成城站立起来的壮举。

穿越岁月回望百年，世纪美育春华秋
实。正如许奋院长所说：“纪念历史的最好
办法是创造新的历史！”走过百年的湖北美
术学院在“推行美育”的路途上站在了新的
起点上，正向着下一个光辉百年乘风破浪、
扬帆启航！

12月4日，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
中国美术家协会、国家林草局宣传中心主
办，甘肃省文联、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中
共武威市委、武威市人民政府承办的为时
代楷模立像——八步沙“六老汉”三代人专
题美术作品展（北京展）在中国文联中国文
艺家之家展览馆开幕。中国文联党组书记
李屹，国务院扶贫办党组书记刘永富，中国
文联党组成员李前光、胡孝汉、董耀鹏、张
雁彬等出席开幕式。八步沙林场第二代治
沙人代表郭万刚、贺中强亲临开幕式现场。

39年来，以八步沙“六老汉”为代表的
八步沙林场三代职工，矢志不渝、拼搏奉
献、科学治沙、绿色发展、持之以恒推进治
沙造林事业，至今完成治沙造林21.7万
亩，管护封沙育林草面积37.6万亩，用愚
公移山精神生动书写了从“沙逼人退”到

“人进沙退”的绿色篇章。甘肃省文联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组织全国著
名美术家和本省美术创作骨干深入八步沙
林场开展为期一年的采风写生创作，以多
样的艺术手法展现丰硕的治沙成果和壮丽
的绿洲景观，生动呈现治沙英雄们淳朴坚
韧、昂扬不屈的奋斗者形象。

此次展出的104幅作品，主题突出，风
格多样，包括中国画、油画、综合材料，无论
创作作品还是写生作品，都反映了以“六老汉”为代表的
八步沙林场三代治沙人矢志不渝、拼搏奉献、科学治沙、
持之以恒推进治沙造林事业，为生态环境治理作出的重
要贡献。体现了甘肃美术家们对八步沙“六老汉”三代治
沙人的敬仰之情。

为“时代楷模”立像——八步沙“六老汉”三代人专
题美术作品展，先后于今年8月、9月分别在甘肃省武威
市和兰州市展出。此次在中国文联中国文艺家之家展览
馆展出，必将进一步弘扬和宣传“六老汉”时代楷模精
神，激励美术家们积极投身于围绕大局，服务中心的重
大主题创作工作当中，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树立新发展理念，坚定信心，开拓创新，真
抓实干，团结一心，全面做好加快高质量发展、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等各项工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出应有贡献。

（许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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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美育 春华秋实
□杜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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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松山：九月的冈坡（诗歌） 放牧羊群的星星（随笔）
一 度：渡口（诗歌） 将火把举到高处（随笔）
王二冬：一个人的高原（诗歌） 怀念或天空之书（随笔）
陈小虾：蓝尾喜鹊的秘密（诗歌） 她姓白（随笔）
徐 萧：安慰（诗歌） 诗人应发掘日常中的暗流（随笔）
苏笑嫣：我信任未曾说出的所有（诗歌） 此在即永在（随笔）
王家铭：启迪（诗歌） 记号（随笔）
吴小虫：花期（诗歌） 序列（随笔）
韦廷信：孤岛书（诗歌） 口语表达与诗意呈现（随笔）
朴 耳：蝉鸣两种（诗歌） 慢秩序（随笔）
叶 丹：梅山往事（诗歌） 我的诗歌偏见（随笔）
蒋 在：因为浩渺洞藏了你的眼（诗歌） 另一种时间（随笔）
芒 原：那么多孤身一人（诗歌） 空枝上的白鹭（随笔）
琼瑛卓玛：野燕麦塬（诗歌） 关于我与诗歌的几个

问题（随笔）
亮 子：小银匠（诗歌） 身影背过灯火，眼中掘出

清澈（随笔）
山海闽东，诗荟霞浦——《诗刊》社第36届青春诗会

侧记 …………………………… 曾子芙 姜 巫

下半月刊
前面的话
诗歌专业刊物：池凌云 卢 山 吴春山 姜念光
敕勒川 离 开 张执浩 符 力 陵 少 胡 弦
刘 春 魏荣冰 柏 桦 刘立云 龙小龙 叶丽隽
宇 向 空格键 缪克构 宋憩园 白 玛 娜 夜

谭 毅 哑 石 李郁葱 雷平阳 游 金 商 略
李志勇 张建新 李 壮 苏 末 老 井 李不嫁
苏 野 灯 灯 李寂荡 非 亚 卢酉霞 刘西溪
可 仔 熊 焱 蒙 晦 西 渡 古 马 吴素贞
鲁布革 胡晓光 敖运涛 严 力 年微漾 游 刃
尹丽川 笨 水 王家新 何小竹 尚仲敏 梁晓明
金铃子 柳 沄 王彻之 午 言 黄金明 杜立明
娜仁琪琪格 冯 娜 吴 艺 江一苇 孙文波
林宗龙 余 退 伯竑桥 陈 洛 海 烟 牛庆国
柳 苏 曹有云 谢克强 徐敬亚 孟醒石 唐小米
吉狄马加 韩文戈 姚 辉 三色堇 黄灿然
高鹏程 施施然 吴少东
综合性刊物：臧 棣 董玉方 华 清 傅元峰 陈人杰
林 莉 广 子 海 男 于 坚 龚学敏 周所同
谈 骁 剑 男 赵亚东 虹 影 石才夫 东 君
宋 琳 陈先发 江 非 谷 禾 小 海 汤养宗
阿 未 欧阳江河 杨 炼 陈亚冰 林 白 陆辉艳
黎 衡 刘 汀 康宇辰 王学芯 芦苇岸 胡茗茗
高若虹 李 瑾 雷 霆 李 皓 梁积林 马萧萧
阿 华 庞 洁 见 君 秦三澍 徐 钺 沉 河
严 彬 蒋志武 成 路 陈年喜 袁 伟 刘洁岷
张 战 李春龙 罗鹿鸣
民 刊：韩 东 桑 子 余 怒 朵 渔 吕 达
路 也 敬丹樱 大 解 田 禾 阿 啾 余幼幼
王夫刚 杜 涯 林 珊 阿 信 熊 曼 张二棍
朱光明 人 邻 刘 义 余 真 童作焉 李 南
韩玉光 江 离 邰 筐 白庆国 刘 年 刘 娜
范朝阳

在北京宋庄举办的“独立品格”艺术展上，
有几件作品别具一格，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
几幅抽象绘画，调子灰冷，语言极简，很纯粹，几
乎看不到任何造型，只有一些影影绰绰的痕迹，
在画面弥漫开来，引人遐想。我被这几幅作品
中透出的斑驳意向所吸引，驻足良久。

展览是一个契机，相识是一种缘分。我相
信，在茫茫人海中，人与人相识，都是上天的安
排，该相遇的总会相遇。

通过聊天，我知晓了贺贺的一些情况，她毕
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现生活在广州，是一名职业
画家，也从事写作。不仅如此，我还知道她是湖
南女子，跟我是同乡，这让我产生了一种本能的
亲近感。

此后不久，我恰好到广州出差，期间，她热
情地接待了我和我的朋友，给我们一种他乡遇
故知的温暖感，同时，也感受到贺贺的热情、豪
爽和仗义，有着湖南女子落落大方的性格。因
此，我对她的艺术和人生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从广州美院毕业后，贺贺选择做职业画家，
这本身就是一种冒险，需要勇气和魄力。尤其
是在充满了商业气氛的广州，贺贺的选择无异
于逆水行舟，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由此，我联
想到她的绘画，其纯粹性的来源，大概正是体现
了她的超然象外与洁身自好吧。

其实，抽象画本身就是一种去功利化的艺术。之所
以艺术史的逻辑会从具象发展到抽象，就是要摆脱艺术
对他者的依赖，如中世纪附着于宗教，后来又依托于文学
等，还艺术以独立的语言形式。当然，抽象艺术的兴起，
也跟现代哲学的转型密不可分，尤其是精神分析学的出
现，为抽象艺术摆脱外部造型，而转向心理呈现提供了注
释。所以，抽象艺术也就成为了艺术史发展的必由之途。

不过，中国的抽象艺术跟西方还是略有不同。不同
之处在于，抽象艺术在中国的意义不是艺术史逻辑催成
的结果，而是作为一种疏远于功利或物象的表达方式，具
有独立的品格与人文立场。这使得抽象艺术在中国，其

纯粹的形式本身，也包含了诸多叙事的内容。
正如当年吴冠中以“形式美”来反抗现实主义一
样，形式即内容，也由此构成了中国抽象艺术的
逻辑起点。贺贺的抽象画就是承接了这样一个
线索，其纯粹性的表达既是她的艺术观念，也是
她的叙述内容。

那么，贺贺摆脱了社会性的叙事之后，在她
的抽象画中究竟又在表现什么呢？我认为她是在表达时
间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她是在捕捉时间流逝的痕迹。
贺贺以一个女性艺术家特有的敏感，看繁华落尽，经世事
沧桑，深切地体会到了青春易逝、年华易老的苍凉与无
奈。于是，她用画笔来记录流逝的光阴：一方面是藉此不
断回眸自己的青春岁月；另一方面也是铭刻自己走过的
历史印痕。

在贺贺的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深深浅浅的许多层
次，那是她反反复复涂抹的痕迹。正是通过一遍又一遍
的渲染，或留白，或覆盖，贺贺把她生命的经验、细腻的情
感，以及深刻的认识等，一并融入到作品中，从而使她的

画面森罗万象，具有了多彩的意向与丰富的层次。尤其
是她运用一些大大小小的点来构成画面的肌理，呈现出
一种斑驳感，更让我们透过时间的痕迹，感受到了她情绪
的起伏和生命的律动……

毫无疑问，贺贺的抽象画，是她与自己的一种心灵
对话。这就像女人喜欢照镜子，贺贺的抽象画，实际上
也是一种自我镜像，其中所映照出来的，正是她内心的
伤感、惆怅，以及反抗与挣扎。我由此看到一位画家跌
宕的内心，实际上跟所有女性一样，都隐藏着千千心结
与多愁善感。

我始终认为，在表达内心情感与心理活动上，女性
艺术家占有天然的优势。因而，她们总是能够在已有
的艺术形式中重新开拓出新的心理空间。对于贺贺
的绘画而言，我感兴趣的地方正在于此，在于她拓展了
抽象画的表现维度。虽然贺贺的文学作品我尚未读到，
但我相信，也一定会跟她的绘画有所关联，即都是在线性
的时间轨道中，为自己挖掘出一个纵深的精神避难所与
青春梦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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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隐藏的火焰 柏拉图的碎语永恒的无休止的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