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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阐释丝路内涵

参展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包括中国画、油
画、版画、雕塑等类型。无论是恢弘壮观的全景式描
绘，还是细致入微的近焦特写，都体现出鲜明的主题，
从不同角度挖掘和阐释丝绸之路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也展现出当代美术创作的蓬勃态势。

广廷渤的《撒马尔罕人东迁》、俞晓夫的《马可·波
罗从西域进中国》、尼玛泽仁、德西央金的 《文成公主
入藏图》、胡永凯的 《唐玄宗礼遇开元三大士》 等，回
顾了丝绸之路波澜壮阔历史上的重要节点；吴为山的

《超越时空的对话——意大利艺术大师达芬奇与中国画
家齐白石》、曾成钢的《霍去病》、项金国的《敦煌守护
神——常书鸿》等，塑造了中外交流史上的典型人物形
象；周韶华的《阿尔泰山》、龙瑞的《贺兰古韵》、沈行
工的 《地中海的明珠——希腊风景组图》 等，描绘了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生动多彩的地域风貌和人文景
观；郑剑的 《西气东输之奋战者》、李宝林、吴建科的

《风云在望亚丁湾》、陈宜明、郭健濂的《中国援非医疗
队》 等，讲述了“一带一路”的今日故事；还有让·佛
朗索瓦·拉瑞尔的《生命之树》、埃尔韦·迪·罗萨的《飞
越丝绸之路》、罗伯特·华雷斯的《大马士革》等，展现
了外国艺术家眼中的丝绸之路。

艺术家赵奇的 《汉武帝经略西域》，以汉武帝派遣
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情节为主题，利用三联的形式展现
使臣团在西域的经历。为了创作这件作品，赵奇前往新
疆、甘肃、陕西等地采风写生。他回忆说：“当地的出
土文物、文字记载让我深受感触，不仅影响了这件作品
的创作，也为我后面的创作打下了基础。”

中国画《巴格达之梦》以鸟瞰的视角，将传说中的
巴别塔与七、八世纪的巴格达城置于同一画面，构图巧
妙特别。“巴格达在七、八世纪时曾被称为‘和平之
城’；远古的巴别塔是这座城市曾经的辉煌。因此，我
想以‘梦’为纽带，把不同时空的‘和平之城’和巴别
塔连在一起，表达出对和平的向往、对梦想的追寻。”
创作者之一王平说，他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试图还原
两个时空的建筑，还翻阅了 《聊斋》《西厢记》 等绘图
本，寻找对“梦”的表现方式。

“这些作品的主题跨越了2000多年的丝绸之路交流
历史，有代表性，也有可看性，可观、可品。”展览策
展人、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馆长李虹霖说，本次展览还
特邀 10 余位当代知名书法家创作书法作品，包括苏士
澍、孙晓云、陈振濂等。这些作品内容紧扣“一带一
路”主题，不仅丰富了展览内容，也体现出中国书画同
源的传统。

多国艺术家交流互鉴

这些展出的作品，大部分出自“一带一路”国际美
术工程。

2014年，在文化和旅游部等单位的指导和支持下，
中国国家画院启动实施“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该
工程历时 5 年，汇集了中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
伊朗、印度、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的艺术家。

5年期间，中国国家画院组织艺术家采风写生10余
次，还有许多画家单独或结伴进行采风写生，包括沙漠
丝路、草原丝路、南方丝路、海上丝路，足迹遍布国内
及 20 多个“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收获了大量的一
手写生素材和创作资料。经过多轮评审，“一带一路”
国际美术工程评选出 188 位艺术家申报创作的 197 件作

品，并由中国国家画院收藏。这些作品涵盖中国画、油
画、版画、雕塑、综合材料等多种类型，不仅再现了丝
绸之路的光辉历史，也从艺术的角度诠释着“一带一
路”的时代内涵。

“‘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本身，就搭建起了一
个国际文化艺术交流的平台。不同国家的艺术家聚在一
起研讨、写生、观摩，以画笔为媒，推动文化交流和民
心相通。”李虹霖说，这批画作的尺幅很大，大部分都
经过了几年时间的打磨，是一批精品力作，“可以说是
中外艺术家跨越千山万水、克服千辛万苦完成的。”

艺术家丁一林的作品《发现楼兰——斯文赫定新疆
探险》，描绘了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走进楼兰古城的场
景。他回忆说，整个创作周期大概有两三年，“首先我
要详细了解这段历史史实，然后才能下笔创作。”

艺术家乔宜男的画作 《丝路夕照》，呈现了夕阳西
下，雅丹地貌浑厚苍茫的景象。为了创作这幅作品，他
先后两次前往新疆采风，在火焰山等地寻找灵感。从日
出到日落，他常常对着一片雅丹地貌整日写生，只为寻
找最美的那一刻。乔宜男说，雅丹地貌原本是荒野上的
一种地形，在古代丝绸之路开辟之前，人们并不曾涉
足，“在这样的地形上踏出一条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道
路，最能体现开拓精神。这也是我想要传达的内涵。”

中国国家画院党委书记燕东升说：“‘一带一路’
国际美术创作工程集聚了国内外众多艺术家。这批作品
不仅体现了中华文脉，弘扬了时代精神和当代审美意
趣，也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交融的见证，在当代美术史
上具有重要意义。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之际，我们推出这个展览，以此反映当代中国美术风
采，也是对丝路精神的一种诠释。”

据悉，在展览启动以后，更多“一带一路”国际美
术工程中的作品将亮相安徽、新疆等地。

本报电（记者赖睿）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福
建省文化和旅游厅、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德
化县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中国白——德化白瓷
展”8 月 26 日起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向观众开放。展
览遴选从古至今400余件 （组） 德化白瓷作品，分为

“一白独秀”和“百技争艳”两个单元，不仅包括“何
朝宗”款观音像、“筍江山人”款观音等传世精品，
尾林窑遗址、华光礁一号沉船等德化窑古代珍品，
还集中展示了现当代艺术家的白瓷佳作，体现出德
化瓷精湛的制瓷技艺和一脉相承的传承创新。

福建德化地区的陶瓷制作历史源远流长，最早
可追溯到新石器时期。宋元时期，德化陶瓷业随着
海外贸易的兴盛而繁荣，青白瓷、白瓷成为主流，
并源源不断地销往海外，是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的
商品。明代，“中国白”在窑火的淬炼中脱颖而出，

因如脂似玉，有温润的手感，成为中国陶瓷发展史
上的精品，风靡世界。

展览从“中国白”的视角出发，结合白瓷的艺
术特性，通过色谱分析，把德化窑传统的“猪油
白”“象牙白”“孩儿红”等概念进行科学界定和归
纳，并以相应的展品加以呈现，让观众感受“中国
白”的独特魅力。

据悉，德化瓷塑取材广泛，以各式观音、如
来、弥勒、罗汉、八仙等道释人物为主，以神话传
说、历史典故、民间故事为创作素材，还有专供外
销的特定题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器物谱系。随着
时代的发展，现当代德化匠人师古而不泥古，在继
承中大胆创新，塑造出变化万千的德化瓷器，使得
德化瓷的艺术题材不断拓展，人物形象愈加丰富，
表现手法更加多元。

日 前 ， 由 中 国 美 术
馆、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
主办的“奔腾的精神——
徐悲鸿中国画展”在中国
美术馆与观众见面。展览
展出徐悲鸿不同时期的中
国画、书法作品 40 余件，
包 括 《 战 马 》《 奔 马 》

《马》 等名作，带着观众徜
徉在徐悲鸿的笔墨间，感
受奔腾向上的精神力量。

或傲立于疾风中，或
驰骋在荒野上，或小憩于
河水边……走进中国美术
馆一层圆厅，迎面而来是
13 幅徐悲鸿笔下的“马”。
它 们 姿 态 各 异 ， 精 神 抖
擞，豪气勃发。据悉，这
些画作分别来自中国美术
馆、贵州省博物馆和江苏
省美术馆。

2018 年，中国美术馆
曾联合徐悲鸿纪念馆策划
了“民族与时代——徐悲
鸿主题创作大展”，深受观
众喜爱。5年后，中国美术
馆联合贵州省博物馆，并
得 到 江 苏 省 美 术 馆 的 支
持，梳理出徐悲鸿这一批
优秀作品，活化经典，带
给观众新的审美感受。

本 次 展 览 缘 起 于 贵
州。抗战期间，徐悲鸿曾
多次途经贵州，与这片土
地上的人、山水、草木以及特色物产结下了不
解之缘。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在贵州土纸上作
画，开拓了这种纸张与水、色、墨相互交融的
艺术空间，创作出一大批名作。“1942 年前后，
徐悲鸿先生曾在贵阳生活了一段时间。在那段
日子里，他和贵阳的文人、艺术家、老百姓建立了
深厚的友谊，先后三次举办画展。当地老百姓
向徐先生求画求字，他也有求必应。”贵州省文
化和旅游厅副厅长郑欣介绍。

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徐悲鸿之子徐庆平回
忆道，抗战时期条件很艰苦，父亲通过多种材
料的对比、实践，发现了贵州土纸的优越性，
即吸墨力强、纸质坚韧不易破；并且贵州土宣
纸的底色是灰色，使得画面层次更加丰富和
谐，这也推动了徐悲鸿创作的发展。

徐悲鸿妻子廖静文曾说，徐悲鸿的很多奔
马是从贵州土纸上“奔”出的。可见当年徐悲
鸿在这片土地上以画言志，产生了多少豪情，
激发了多少灵感。自徐悲鸿之后，有更多书画
名家以贵州土纸为载体，进行艺术观念上的革
新与技法上的突破。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说，徐悲鸿塑造的
马独具品格，呈现出胸怀壮志、激越昂扬的气
魄。昔日，徐悲鸿有“欲求艺术中兴，配合国
家复兴大业”的理想；今天，他的作品依然不
断地激发着艺术家的创新创造精神。

与“奔腾的精神——徐悲鸿中国画展”相
呼应，“从徐悲鸿的贵州土纸开始——中国美术
创新体验作品展”也同期展出。作为国家艺术
基金 2023年度传播交流推广项目，该展汇聚了
100余件中国当代画家以贵州古法造纸为材料的
画作。据悉，为了践行徐悲鸿当年借贵州土纸
创新中国画艺术的理念，贵州省历时两年，先
后邀请 200 余名艺术家到贵州体验古法造纸技
艺，与非遗传承人交流、合作，推动中国画的
当代创新。

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马锋辉认为，这次展览不仅可以欣赏徐悲鸿画
马的精品力作，领略他将贵州土纸特性和中国
传统笔墨有机结合的创新创造，还能看到当代
美术名家延续徐悲鸿的探索道路，从时代之
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
材，用当代笔墨样式在贵州土纸上进行新的提
炼和创作，展现了新时代的精神气象。“这不仅
是一种技艺的传承，更是一种精神文脉的赓
续。”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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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马 （中国画） 徐悲鸿

400余件德化白瓷佳作亮相国博

▲“中国白——德化白瓷展”现场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绘丝路盛景 展时代风貌
本报记者 赖 睿

绘丝路盛景 展时代风貌
本报记者 赖 睿

长久以来，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外商贸要
道，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纽带，丝路沿
线留下了惠及后世的文化瑰宝。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
年。值此之际，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的“中国
国家画院‘一带一路’主题美术作品展（首展）”
日前在京举办。展览以近200件美术作品讲述
丝路故事，阐释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
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

▼

飞
越
丝
绸
之
路
（
油
画
）

埃
尔
韦
·
迪
·
罗
萨
（
法
国
）

▼

飞
越
丝
绸
之
路
（
油
画
）

埃
尔
韦
·
迪
·
罗
萨
（
法
国
）

▲ 丝路画家 （油画） 庞茂琨

▲ 夏至——葡萄 （中国画） 乔宜男▲ 霍去病 （雕塑） 曾成钢▲ 霍去病 （雕塑） 曾成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