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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能够自然地领会到乡村空间的某
种诗性。但要试图讲清楚这种诗性的缘起与取
向，似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被我们命名为“艺术公社”的，是一个夹
杂在杭州西南近郊山边一带的自然村。由于城
市化进程的演进，它被包夹在中国美术学院和
浙江音乐学院两个校园之间的山脚下，为一条
山南溪所环绕。当时，这个典型的城中村除了
在空间肌理上还保持着一个自然村落与地形的
质朴关系之外，其建筑造型和装饰语言的混乱
状况，很难让人对应上大众对于一个江南乡村
的诗意想象。这个不到100户的自然村落自然地
散布在一座小山的南麓，延绵在溪水的北岸，
农居建筑随地形起伏散乱地随机布置，形成了
错落的带状分布。村里的老百姓已经搬离，我
们的设计任务就是要把现有的农居空间改造成
为一个为两所艺术类院校配套的创意产业园。
因此，我们需要为这个村落构建起与艺术生态
的有机关系。

我们所思考的问题是，乡村空间和艺术之
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是一种附加式的被
动内容充填关系，还是二者有着更为本质的深
度关联？

如果暂时不把这样的问题变为一个公共议
题，我或许可以讲一讲个人经历的提示。作为
一名专业工作者，我对乡村的真正关注始于 20
年前。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带学生开展毕业设计
调研：调研对象是重庆丰都一代巴文化传统区
域乡土建筑。为此，我带领一个班的毕业生系
统地寻访了周边 20 多个传统村落，同时比较了
长江、嘉陵江和清江流域巴人文化区域古村落
与现代村落的变迁，期间跨越了渝、川、黔交
界一带的各种类型的人文地理空间。时至今
日，我还能够清晰地记得，乡村空间是以何种
历历在目的场景映照在我的人生记忆之中的。
那些沉淀到乡村的经验，例如机智的材料应
对、随性的因陋就简、巧妙的地形策略和睿智
的形式借用，都让我记忆深刻。这次人生经历
奠定了我对乡村空间的认知，全然不同于建筑
学的书面教育。

乡村空间的诗性，并不是那种轻描淡写的
小资乡愁，而是有着与艺术活动同样艰辛的、
存在发现过程的劳作历程，是迷茫、怅惘、追
寻、奋斗和收获的真实过程。

对象山艺术公社的改造，我们首先了解了
这个自然村在地理条件中与山水的相依关系，
原真地保持了每一栋农居与地形和山石树木的
原生关系，以这种自然的空间肌理关系决定空
间和场地组合。我们逐一清理了每一栋建筑相
互间的空场，保留了建筑随机偏转对地形带来
的空间角度和组合差异的多样性，理解到这是
自然山地传统村落的空间变化的基础——一种
类似于自然山石般有机的机敏特质。我们还保
留了村落农居建筑体量在山体的组织下自然组
合摆置方式，发挥地形对村落肌体的总体控
制，使村落建筑得以恢复与山体和水岸的原生
关系。

面对建筑装饰语言的混乱，我们有针对性
地对每一栋农居进行了彻底还原，首先恢复农
居基本体量几何关系的稳定性，滤除那些杂乱
和语义不清的装饰，整理建筑的色彩和主要材
料，在材质和调性上恢复江南乡村单纯的以白
粉墙为主调的村落意象。

在每个单体空间得到还原清理后，乡村便
迅速恢复了原生的与山水对话的关系。肌理的
丰富变化和多样性维系在每一个建筑体量的细

微变化之间。建筑的细节，源自每个窗洞开启
方式的随机变化、建筑挑檐与形体有机配合、
室内外场地因地制宜的材料选择和景观因借。
对于象山艺术公社，我们在大的控制尺度上，
让山水场地发挥着对村落空间的决定性调配控
制，把乡村空间涵纳在山势地形的自然起伏之
间；在建筑精细尺度上，则由建筑形体组合而
调动的门窗、材料、檐口和铺装的材料细节
等，组合为建筑的细部系统。这使得整个村落
的空间意象回应着一个山脚自然村所特有的溪
山清远。

此时，乡村空间与艺术的关系不再是一种
附加关系，而是一种诗性的共鸣。

空间诗性的根基，源自事物间的淳朴组合
摆置关系。只要这种事物间的自然关系得到守
护和发展，不被干扰打断，这种诗意的韵律就
会源源不断地从自然引发到人文空间中来。乡
村空间的诗性，是事物间生发比兴关系的映照
回响，它常年流淌在自然的世界中。艺术家应
不断地回到这种关系中学习体悟，以获得对它
的跟随应答。

作为在两个艺术院校之间一个艺术生态村
落的改造项目，象山艺术公社之所以能够成为
一个相对成功的设计案例，正是因为回应了源
自山水的自然呼唤。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吴昌硕的红梅古逸刚劲、于右任
的书法朴茂雄浑、赵无极的抽象水墨
自由变幻……为庆祝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美在新时代——中国美术馆
典藏精品特展”第三期日前在中国美
术馆举行。展览从 2014 年文艺工作
座谈会召开以来中国美术馆接受的捐
赠和征集作品中精选近600件，按照
收藏年代顺序，将不同主题、不同时
代、不同类型的美术作品，通过现场
陈列、电子画屏、网络展览等方式向
观众呈上一场艺术盛宴。

此次展览作品数量丰富、类型多
样，涵盖了近现代众多中外美术大师
名家的作品，包括油画、雕塑、国
画、版画、书法等多个艺术门类。

每一次捐赠背后都有动人的故
事，每一位捐赠者的名字都值得被铭
记。展出作品中，一幅由傅抱石与齐
白石合作的书画扇面吸引了大量观众
驻足观赏。其正面为傅抱石《春喜泛
舟图》，背面为齐白石 《篆书六言
诗》。此外，于非闇的 《秋山红树
图》、吴昌硕的《红梅》、任颐的《花
鸟四帧》等佳作也齐聚亮相。这些作
品都曾是老舍、胡絜青的旧藏。2015
年，他们的4位子女舒济、舒乙、舒
雨、舒立将一批书画瑰宝无偿捐赠给
中国美术馆，留下了“传家宝”变为

“国宝”的佳话。
据悉，本期展览突出了老舍、胡

絜青、杨振宁、法兰西艺术院全体院
士等捐赠者的重要专项捐赠。而在中
国美术馆一层方厅两侧竖立起的两块
巨幅展板上，梳理了这些捐赠者的名
录。这不仅表达出对捐赠者的敬意，
也使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更广泛地传

扬于社会。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社

会各界捐赠的作品都是向国家、向人
民、向历史的捐赠，中国美术馆代表
国家收藏，最终都将造福于人民。一
个展览的展期是有限的，但作品进入
国家美术馆的收藏序列后，便成为了
永恒的记忆。

2014 年以来，中国美术馆策划
了“国家捐赠与收藏”“典藏活化”
等系列展览，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社
会影响。“美在新时代”系列展览是
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品牌之一。

20 世纪以来，一批远赴海外学
习的中国画家一直在探索中国绘画的
现代表达。近日在荣宝斋举办的“回
归——曹俊艺术作品展”即展示了华
人艺术家曹俊近些年探索创作的“新
宋式”中国画，让人看到中西艺术交
融的精彩绽放。

旅居海外多年的曹俊被视为“中
国画坛创新派代表之一”。他继承传
统，融入现代审美和时代精神，形成
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他创作的油画

《根》 被美国费尔菲尔德大学收藏，
《空间系列》 作品获法国巴黎卢浮宫
国际美术大展金奖，泼彩作品 《荷
语凝香》 被新西兰国会永久收藏。
此次在荣宝斋展出的画作全面呈现了
他的艺术成就，题材丰富，气象多
元。从狮虎走兽到飞鸟山泉，从山川
宇宙到星辰大海，水墨、泼彩、工
笔、写意等多种风格的 72 件作品组
合，流动着东方文化气韵，焕发着当
代艺术风采。

在许多西方艺术史论家眼里，宋
代绘画是世界艺术的高峰，它对日本
浮世绘和西方现代艺术流派都产生了
深远影响。《回归》 三部曲“望秋”

“祥光”“在河之洲”中，同一只鹭鸶
或翘首盼归，或迎着温暖的祥光竭力
飞翔，或安然惬意地浅滩踱步，皆体

现了西方构图学点、线、面的灵动运
用与宋画“有无之间”的诗性传达。
中国传统艺术与当代审美意趣有机结
合，美丽而时尚地讲述中国故事，也
让轻盈雅致的“宋画”在与时俱进中
容光焕发——曹俊把这种创新表达称
为“新宋式”。

展览中，《高山流水》 泼彩山水
系列、《寻梦空间》 抽象宇宙系列等
作品，又体现了画家观照人与自然的
关系、观照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感
受，表达出对宇宙人生的终极思考。

“这些画中的石头是有光影的，
但石头全部用毛笔线条展现。”曹俊
说，“如果使用西画的刷子去画，石
头和水容易显得死板；而毛笔线条，
则让人感觉有风在湖面上划过——中
国画在处理虚的方面非常高级。”

“曹俊作品中，能看到中国画的
根和魂——表现技巧的地方都用笔墨
来展现。他的作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
的诗意精神出发，将中国的泼墨技法
与现代的抽象艺术相融合，展示了别
具一格的东方之美。”荣宝斋党委书
记赵东表示，此次展览适逢荣宝斋成
立 350 周年，取名“回归”，意在表
达艺术回归本心，艺术家回归祖国。

据悉，《荣宝斋画谱》（曹俊卷）
同时出版发行。

“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200 多名负伤的
新四军战士在孟家冲治疗几个月，痊愈后，重
新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战斗中。你看那一排两层
的房子，就是当年新四军五师十四旅张体学大
队长的战时医院旧址。”今年清明节，在大别山
南麓的湖北省浠水县丁司垱镇孟家冲村，村党
支部副书记孟楚林对身边的民间雕塑家朱一林
这样介绍道。随后，孟楚林讲起了当年新四军

在村里帮忙救治百姓、挖水井、耕种粮食的往
事……朱一林听得红了眼眶，被革命先辈的故
事深深打动。

这是朱一林第三次走进孟家冲村。今年
初，他接到了为湖北省原省长张体学和夫人林
少南两位革命先辈塑像的任务，便立即着手准
备。朱一林不仅翻看了大量史料，多次前往黄
冈市革命烈士陵园，了解两位革命先辈的故
事，捕捉他们的形象细节，还来到他们曾经驻
扎过的孟家冲村，在实地采风中感受他们的精
神风貌。

朱一林出身雕塑世家，是一位民间雕塑
家，获得首届“浠水名匠”荣誉称号，2021 年
入选黄冈市文旅产业创新创业人才。他从事雕
塑创作 30 余年，尤其擅长塑造人物形象。他也
是一位民间手艺人，在传承家族技术基础上，
弘扬中华匠人精神，不断学习，精进前行，创
立了“益林精雕”创作团队，创作了很多广受
欢迎的人物雕塑形象。他的作品 《人民民主斗
士闻一多先生的沉思》《北宋医王庞安时与苏
东坡的茶话》，还有为浠水县杂技博物馆创作
的“梦飞天”群雕 （双子吊、顶碗等） 都深受
好评。

对这一次创作，朱一林却显得有些忐忑。
他说，这次是为大别山革命老区人民敬仰和
怀念的革命先辈塑像，一定要将革命先辈对
党的忠诚、坚定的革命信念、乐观主义精神、
伟大的牺牲精神表现出来，尤其要将革命先辈
对人民的热爱饱含在人物塑造中，容不得半
点懈怠。

4月中旬，在“益林精雕”创作工作室，朱
一林和几名助手正在创作张体学、林少南两位
革命先辈的雕像。只见他们将黏土、稻草、棉
絮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在一起，有的用手揉、
捏，有的捶、黏、打，不时喷水雾化。朱一林
右手拿着一个木制刀状工具、左手拿着一个木
制刮板，正在全神贯注地勾勒塑像的主体。连
笔者走进工作室，他都没有觉察。

历时6个多月，雕塑作品《革命先辈张体学
林少南》于今年7月底创作完成。作品中的张体
学、林少南两位革命先辈有近 3 米高，身姿挺
拔，目光坚定，注视远方，表现出对革命必胜
的坚定信念。朱一林说，他希望通过艺术手法
表达对革命先辈的崇敬和怀念，也希望大家在
看到这件雕塑作品的时候，能够感悟革命精
神，传承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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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国绘画的现代表达
本报记者 李晓宏

▲ 希望之晨 （中国画） 曹 俊

为革命先辈塑像，传承红色记忆
傅振国 陈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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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一林在创作雕塑《革命先辈张体学林
少南》 徐水秋摄

位于浙江杭州西南近郊的
象山艺术公社，白墙黛瓦，错
落有致，极简的线条与纯白相
映成趣。作为中国美术学院、
浙江音乐学院两所艺术类院校
配套的创意产业园，这里的一
砖一瓦、一步一景，都诠释着
乡村空间与艺术的诗性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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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配图均为象山艺术公社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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