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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在中国，博物馆和美术馆是泾
渭分明，而在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展
览和陈列中也是完全不同。 其中
的核心问题是文物和艺术品之间
的不同，因此，在博物馆和美术馆
中对待藏品的方式方法也不尽相
同，重要的是态度。

反观国外的博物馆与美术馆，
一般而论也存在着这样的差异性。
但是，国外的许多美术馆更接近于
博物馆，所以，被称为“艺术博物
馆”。 当然， 国外还有一类综合性
的博物馆， 是百科全书式的博物

馆，它们总是在试图打破这样一种
界限，或者用各种方法来沟通文物
与艺术品之间的关联，使文物和艺
术品之间产生互动，从而呈现出新
的学术状态以及思想内涵和艺术
表现的多种多样。在这样一种展览
的策划中，往往会以新的思路带来
新的启迪， 也会产生新的知识系
统。 如此在博物馆与美术馆之间
的横向联系，则成为“活起来”的重
要表现。

———陈履生 中国国家博物馆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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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美展少有工业题材绘画作品

讨论 “大学课堂该不该开设人体写生课”
这样的话题暴露出相当比例的普通民众对于
艺术的认知依然停留在较低水平这一无奈现
实。 不过，仅仅局限于批评公众对艺术的误读
和偏狭没有太大意义，背后的文化动因才是真
正值得思考和警惕的。空气中弥漫着道德批判
武装下的无知与傲慢，特别是在经过网络迅速
发酵和放大之后，已经变成了一个需要严肃面
对的社会问题。问题的核心当然不是该不该开
设人体写生课，而是这则本不该成为新闻的新
闻所引发的一系列反应背后 （就形式和效果
论，其实已经很难说是背后了）荒诞的戾气。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体写生的批判显
然是受到了当前文化艺术生态的连累。尤其
是近几年来越来越受到关注的明星片酬、演
员为搏出位的各式低俗伎俩、伪娘及小鲜肉
审美的风行，以及所谓的身体书法、丑书等
等现象，对社会尤其是年轻人的价值观产生
了令人担忧的导向问题，引发了社会的普遍
反感，使得本来就缺乏足够艺术素养和审美
判断的普通民众很容易把正常且严肃的人
体写生课解读为不怀好意的老师假艺术之
名带着一群学生眀目张胆地败坏世风。

———邢千里 艺评人

如何让博物馆“活起来” “大学课堂开设人体课”的误读

■李毅峰 著名画家

翻捡旧时的工作日志 ， 发现了
1988 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期间去卢
沉老师家的一段记录。

卢老师是我敬佩的人物画大家。 早
在上世纪 70 年代，他就大胆地提出了中
国水墨要向现代艺术借鉴， 要多元化发
展。这次在他家中谈画，主要是提及到了
画家创作主题一定要重视个性化和自由
地创作。

他举例说 1964 年创作 《机车大夫》
时， 也正是面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画如
何表现工农兵生活的新课题之时。他说，
国画表现工业题材有难度， 要不失语言
个性，还要把题材表现充分，体现出艺术
创作在主题框架下的自由度。

我问他， 那时反映国家建设的主题
是画家创作的重要内容， 而工业题材则
无论在内容还是表现语言、形式上，都将
是对传统中国画的一次革命， 您是如何
把握的。

他说，以这幅《机车大夫》论，在创作
过程中， 意识上要首先把自己转化为一
名工人，再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抓捕
工作中的细节， 这样才能站在他们的角
度真实地反映他们的生活。

多么朴实的画论！ 由这幅 《机车大
夫》的创作，不由得感慨当下中国画表现
的工业题材问题。

我在脑海中迅速地寻找建国后关于
工业题材的中国画作品， 包括入选全国
美展的作品，统计结果是，与其它题材的
中国画相比，简直太少了。即使在这次第
十三届全国美展中国画展的 600 幅作品
中，也只有 28 幅工业题材的作品。

岭南大家关山月，1956 年第一个到
武汉钢铁联合企业，深入生活采集素材，
创作了《武钢工地》。 1958 年和 1960 年，
他又分别创作了《武钢工地之一》和《钢
都》，而且他还带队组织中南美专师生一
起深入工地写生。

1958 年在北京的石景山钢铁厂，画
家关松房创作了《石钢晨早》，陶一清创
作了《石钢一号高炉》。 1960 年，惠孝同、
古一舟、周元亮还合作了《石钢的早晨》。

这一时期，上海、南京诸多名家都有
表现钢铁建设的作品。

上海有林风眠的《轧钢》、陆抑非的
《时间就是钢， 钢就是力量》、 汤义方的
《遍地开花》、 朱梅村的 《抢修炉子快出
钢》。 南京有宋文治、亚明和吴俊发等合
作的《为钢而战》、钱松嵒的《铁城秋晨》
和《铁山钢城》、亚明的《钢铁捃拾集》等。

另外，其它相关工业题材的国画作品
也不少：李硕卿的《移山填谷》、卢沉的《机
车大夫》、张仁芝的《炉前》、赵华胜的《电缆
工人攻尖端组画》、方增先的《石油工人》等
等，还有反映国家工业实力的造船、与人民
生活相关的纺织等题材的作品。

我们知道， 传统中国画笔墨是以表
现自然事物为主，人物和生活为辅，特别
是文人画兴起后， 山水和花鸟画一直成
为中国画的主流。那么，画家们为什么选
择这样的事物描绘， 这里面既有中国文
化中的自然观， 又有中国画表现语言的
独特性。

用书法的线条作为中国画的核心语
言，保证“书画同源”的文化性前提是，书
法用笔的自由度既定了描绘对象的自由
度。也就是说，书法之线，不是几何之线。
所以我们稍稍扫视一下中国画史， 就不
难发现， 自然界的山川百卉是历代画家
创作的主要对象， 书法之线正是描绘它
们最合适的选择。 而以建筑为主体的界
画， 以及其他生活中带有人工痕迹的事
物则极少涉及， 这类题材的画作在古代
绘画史中没有什么地位， 画家也多被称
为画匠。

工业题材的绘画亦然。 不管是什么
工业题材，像机器设备、建筑等具有现代

工业特征的事物，都会成为画面的主体，
而表现这些事物的形之线， 必然也非书
法之线。

这对于中国画家而言，或不屑于画，
或无能于表现，总之，不如山水花鸟来得
得心应手。 （原文有删节）

岭南书法急需研究推广
■黎向群 著名书法评论家

千禧年以前，人们普遍对岭南书法及书
家处于陌生的状态。 当问及岭南书家时，只
认识陈献章、吴荣光、李文田、康有为、梁启
超、叶恭绰寥寥几位。

翻阅民国以来出版的中国书法史等的
文献资料， 这些典籍史书中仅收录有白玉
蟾、陈献章、吴荣光、李文田、康有为、梁启超
数家。

沙孟海先生 1930 年写的 《近三百年的
书学》， 于岭南书家就提到康有为，50 年后，
他写《中国书法史图录》分期概述，在整个中
国书法史的概述中仍然只提到康有为一个
岭南书家，他认为，康有为才是在整个中国
书法史上真正有影响的岭南书家。 另外，也
只提到岭南两位印家：“南国锲家以东莞邓
尔雅、鹤山易大厂最为老师。 ”

岭南偏于一隅， 由于地理环境特殊，气
候、语言、饮食、习俗、交通、信息等原因，与中
原、江左接触不多，以致文化传播与交流受到
阻碍， 加上书法文献资料和墨迹也都保存在
地方，而传世的墨迹更不多见，中原、江左研
究者很难目睹。相比之下，本土学者有浓厚的
岭南人文情结，查阅资料、看墨迹相对容易。

民国时期生活在苏州的祝嘉先生， 祖籍海南
文昌，他所著的《书学史》一书，就收录了岭南
书家 23 人，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岭南书家。 改
革开放以来， 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创办
《岭南文库》丛书，为本土的书法史学专家提
供了研究岭南书法及书家的平台， 陆续出版
有 《岭南书法史》《岭南历代书法名家》《岭南
篆刻》等专著，系统梳理了岭南各个时期的书
法发展特点以及挖掘了不少鲜为人知的书印
家。近二十年，广东高校及研究机构也关注岭
南书家的研究，逐步改变了这种尴尬局面，让
人们开始认识和了解岭南书法， 使之成为中
国书法史的组成部分。

尽管拥有上述成果，还有许多岭南书家
埋在乡野，仍须本土的学者、理论家不断深
入发掘，研究推广岭南书法。

岭南学者虽然经过几十年在通史和个
案等领域研究上，作了不懈努力，但在近三
百年的书法历史长河中， 书法文化积淀深
厚，依然存在着许许多多遗珠。 就目前的研
究成果来看， 他们搜集的文献资料渠道单
一，主要来源于图书馆提供的地方志，墨迹
图片也是由各地的博物馆提供，大量的文献
资料和墨迹散落在民间，仍须学者及理论工
作者，深入到民间去，不断发掘岭南书家书

作，让他们重见天日，填补一个个空白。
在历史上像吴荣光这样既是书法大家，又

是收藏大家的数不胜数。 但现在岭南书法的研
究者并不一定是收藏家， 他们的研究资料依赖
于图书和博物馆， 往往许多书家拥有的一手资
料有限，这样对研究带来很大的局限性。 因此，
造成研究、收集与推介互相脱节。

我认为，第一，现在书学研究队伍日益壮
大，应该提倡研究推广的理念，研究机构、高
校要与香港、台湾，以及海外的图书馆、博物
馆、档案馆、美术馆、拍卖公司、收藏家结成
联盟，共同推广岭南书法。 第二，举办历代、
断代的书法文献及作品展览，全面展示广东
历代的书法，让大家进一步了解和研究岭南
书法，推出更多的研究成果，推动岭南书法
的发展。 2003 年，我有幸参与了广东政协、省
文联等单位主办的“广东历代书法展览”，这
次展览，倾政府之力，广东专家参与，整合了
省港台以及各地博物馆、私人的藏品，还出
版了《广东历代书法图录》《广东历代书法精
品集》系列书籍，先后在广东美术馆、中国美
术馆展出并召开学术研讨会，这次是广东目
前最具规模的历代广东书法展览，在全国产
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三，利用社会资源
和民间社团，共同推进岭南书印学研究。

■关山月 武钢工地 1958

■叶恭绰 行书 《节录高僧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