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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小明

这几天，第五届“经典与传承——
中国新写实绘画提名展”在宁波美术馆
举办。这个由宁波市文联主办，宁波市
美协、宁波美术馆协办，宁波月湖美术
馆承办的展览已经走过五周年，集聚了
当前中国新写实绘画中最优秀的一批中
青年艺术家，成为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
的品牌展览。

■ 回望五年展览路

2015 年，正值宁波籍著名油画艺
术家陈逸飞先生逝世 10 周年，作为陈
逸飞先生的家乡人，如何纪念其艺术成
就？月湖美术馆馆长徐伟与我市青年油
画家吴威等人商量后，决定以月湖美术
馆馆藏陈逸飞 1975 年绘 《鲁迅到平民
学校去演讲》 珍贵创作手稿 30 幅为基
础，在宁波美术馆举办一场缅怀陈逸飞
先生的艺术展览。这场展览主题确定为

“经典与传承”，在展出陈逸飞作品的同
时，打算向全国油画界的中青年写实艺
术家征集作品，同步展出。此举得到宁
波市文联、宁波市美术家协会和宁波美
术馆的大力支持，中国写实画派重要成
员、著名油画家袁正阳先生，著名策展
人郭援朝先生也给予了积极鼓励和学术
指导。

经过多方考虑，主办单位把邀请参
展对象确定为全国范围内崭露头角的

“70 后”“80 后”画家。这其中包括来
自中国美术美院、中央美术学院、清华
大学美术学院等院校的青年教师、参展
全国油画展的优秀青年画家、非官方艺
术画展活动中的佼佼者以及中国写实画
派名家的学生等。

组委会认为，这些画家具备扎实的
基本功和良好艺术学养，正处于艺术
创作旺盛期，需要一个展示的平台。
除了“学院派”中青年画家，“经典与
传承”还向社会上的职业写实油画家
敞开大门，这些艺术家作品多为中国
嘉德和保利等拍卖机构和收藏家的“宠
儿”。

做第一届展览非常不容易，除了缺
少经验、经费，作品运输、保险、展览
布置等困难也需要一一克服。首次展览
共展出了全国 23 位中青年写实油画家
的 72 幅新作和陈逸飞先生绘 《鲁迅到
平民学校去演讲》 珍贵创作手稿作品
30 幅。展览一炮打响，迅速引起全国
业界关注。此后，每年四五月份落英缤
纷时节，来自全国各地的中青年画家就
会相约甬江边上的宁波美术馆。不同技
法、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写实油画作
品在这里交相辉映。年轻画家们在这里
展示自己最新创作的作品，同时欣赏、
吸收、借鉴别人的艺术成果。这个展览
独特的内涵还在于，每一届主办方都会
邀请中国写实画派重要艺术家前来展览
现场，与年轻艺术家们切磋技艺。著名
油画家徐芒耀、袁正阳、龙力游、李贵
君、张义波、刘孔喜等曾多次参加“经
典与传承”画展开幕式，很多年轻画家
得到他们的现场指点。

当“经典与传承”画展走到第五届
的时候，已经集聚起一个具有一定水准
的全国写实艺术家团队。第五届画展吸
引了全国 200多位写实画家前来投稿咨
询，最终提名了 35 位画家的 70 余幅作
品。

■ 一批画家脱颖而出

五年的坚持，“经典与传承”画展
在全国拥有了一定知名度。

很多年轻艺术家迅速成长。如在
“经典与传承”展览中频频亮相的薛广
陈、戴平均，已在中国美术馆成功举办
个人油画作品展；多次在宁波参展的陈
承卫，其油画作品在今日美术馆举办个
展后又先后在英国、丹麦和意大利的威
尼斯巡展；唐伟民、顾天龙在今日美术
馆举办双个展；蔡杰、刘向东、薛广陈、
周梅元在今日美术馆举办联合个展；张
飞油画作品展在佛罗伦萨美术学院美术
馆举办；张晓鹏等多位画家参加“中国精
神”第四届中国油画展；杨世斌、薛广陈
等参加多届全国美展和中国北京国际美
术双年展；来源、任志忠、邬大勇、李卓等
参加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

参展艺术家还经常在国际艺术展中
大获丰收，如美国罗丹国际艺术基金主
办的《著名亚裔实力艺术家美国巡展·
与大师同行》 展览、巴塞罗那 MEAM
博物馆主办的“超越语言——具象绘画
在中国”作品展、西班牙当代肖像艺术
大奖赛、东亚文化之都艺术节等国际展
事中，“经典与传承”展览中的参展艺

术家周松、何振浩、蔡杰、马精虎、来
源等都名列其中并多次获奖；谭建武作
为华人首次当选美国肖像画协会“署名
会员”；2016年，李华琪成为首位登上
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纳斯达克大屏的中国
艺术家；默涵、吴成伟、张钰、唐伟
民、王能俊、王剑锋、李伟光、王雄伟
等艺术家的作品入选全国美展并被各大
美术馆、企业、收藏家、拍卖行等关
注、收藏。

五年来，“经典与传承”画展组委
会先后邀请、提名艺术家 66 位，他们
中的每一位都是中国中青年具象写实绘
画领域的佼佼者。

在第五届展览开幕式现场，青年艺
术家周松告诉记者，“经典与传承”展
览强调艺术的时代创造性，重视作品的
思想性，符合当代艺术发展的核心精
神，有益于未来中国具象写实油画的多
元化发展。

■ 宁波艺术家从这里走
向全国

第一届“经典与传承”画展，只提
名了一位宁波本土画家；到今年第五
届，有 7位宁波画家获得提名。宁波本
土画家通过这个展览与全国艺术家建立
了良好的关系，创作水平不断提高，很
多人在全国有了较高的知名度。

吴威是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我市中青年画家中的佼佼者。
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五届“经典与传承”
展览中，他的巨幅作品 《大形而上者
1917-2017》 挂在展厅正中央，十分醒
目。作为本届展览尺幅最大的作品，吸
引了很多人驻足欣赏。这幅作品也是吴
威去年 5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的代
表作。

吴威是“经典与传承”画展的发起
人之一，并担任历届画展的艺术总监。
自 2010 年 在 北 京 时 代 美 术 馆 举 办

“中国青年写实绘画大展”并获奖、
2012 年在中国美术馆参加中国新写实
绘画大展以后，吴威和中国青年写实绘
画群体的画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
多次在北京、上海等地举办联展，获得
业界广泛关注。

我市资深中青年写实画家曹辉，参
加了第四、第五届“经典与传承”画
展。曹辉告诉记者，两次参展收获很
大，作品的集中展示，让大家更清晰地
看到各自的长处和不足。画家们会聚一
堂，也是磋商技艺、增进感情、凝聚中
国写实绘画展合力的有效渠道。曹辉近
年参加了“中国精神”第四届中国油画
展，他的个人油画展也即将在浙江美术
馆举行。沙孟海书学院的油画家王雄
伟，连续四届参加了“经典与传承”画
展，在他眼里，展览是一次写实艺术的
雅集，从中可以看到写实绘画领域最前
沿的作品，结识最优秀的画家。宁波画
家李伟光的油画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
展，他说在家乡与国内一流的名师和画
家朋友一起做展览，既展示了我们宁波
画家的实力，也是一次向师友学习的良
好机会。

■ 如何进一步扩大影响力

专家们认为，一个画展要有品牌影
响力，一是看画家的水平和实力，特别
需要一线艺术家的参与；二要看画展的
学术水平如何，能否总结提炼出当前的
艺术特点、艺术流派及发展方向。

在刚刚结束的第五届“经典与传
承”画展开幕式上，画展组委会宣布，
明年的第六届展览正值陈逸飞先生逝
世 15 周年，为了进一步提升“经典与
传承”画展的影响力，将设立“中国
新写实绘画学术奖”，并以陈逸飞的
雕塑作品 《东方少女》 作为“中国新
写实绘画学术奖”奖杯。届时还将邀
请参展的画家范围扩大到“90 后”，
甚至“00后”，以吸纳更多的年轻艺术
家。

很多宁波画家对如何办好这个展览
提出了真知灼见。吴威说，“经典与传
承”画展除了宁波艺术界的努力，还需
要企业家的参与和扶持。第一届展览得
到了宁波帅特龙集团的部分经费扶助，
接下来的几届得到了首旅南苑集团的支
持。曹辉认为，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
建立奖励机制，能够促进艺术家拿出更
多高品质的作品。李伟光认为，“经典
与传承”画展可以考虑扩大参展者的范
围，把它办成“老中青三结合”，让全
国写实绘画领域最优秀的画家共同参
与，同时可以邀请理论界、美学界、哲
学界的学者品鉴艺术作品，开办讲座，
举办学术研讨会，进一步激发画家的创
作灵感。

写实绘画的领军人物、上海师范大
学美术学院原院长、教授徐芒耀先生
说，“经典与传承”的参展画家，多为
近年来在国内写实油画界十分活跃、颇
有影响的画家，所以这个展览的总体水
平“属于高层次”，同时因为它写实，
十分接地气，受众面无疑是广泛的。徐
芒耀希望宁波各界能重视这个展览，让

“经典与传承”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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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青年新写实绘画展回眸与展望

张 广

如果说青瓷是文化的碎片，那么瓯乐就是历史
的声音。从慈溪上林湖挖掘发现青瓷、开发乐器，
创排瓯乐节目，到赴海内外演奏，青瓷瓯乐传承之
路并非只是一次音乐的发现之旅，更是一场跨越千
年的文化接力。纵观中国音乐史，无论是河姆渡文
化遗址出土的陶埙，还是慈溪寺龙口窑址出土的
30余件唐宋时期青瓷乐器，都说明中国历来就有
以陶瓷乐器和日用器皿演奏音乐的传统。前段时
间，美国人的破铜烂铁乐队、韩国人的 《乱打厨
神》，红极一时。相比他们，我们是有历史沿革
的，是有文化底蕴的，是有音乐体系的，所以我们
有责任和义务去保持这种文化影响力。

青瓷瓯乐，自 《越·瓷
风》斩获第十四届“群星奖”
后，可谓一举成名，一路凯
歌，频频在国家重要活动中
亮相，甚至代表中国受邀与世
界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交
流演出。2009 年，青瓷瓯乐
入选第三批浙江省非遗名录，
可谓取得了阶段性成功。但瓯
乐想要走进市场，更上一层
楼，必须进行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找到一条适合自己
的振兴之路。

笔者以为，瓯乐要发展振
兴，必须弄清“我是谁”“怎
么办”的问题。

“我是谁”就是正本溯
源，只有这样才能找准定位，
才能发挥自己特色。瓯乐是一
种非遗文化，而且已经是省级
代表性传承项目，这既给瓯乐
增加了文化底蕴，也是给瓯乐
加担子、明责任。瓯乐的特色
是有钟磬之余韵，兼金石之清
脆；打击乐易于情绪的表达和
抒情的推动，我们要认准乐器
特色，发展乐器特色，创作、
排练一批能体现青瓷乐器个性
特点的音乐节目。正本溯源，
就要找历史典籍中有关瓯乐的
记载，在乐曲传承方面，挖掘
整理流传已久的瓯乐。进一步
研制一批新的青瓷乐器，如甬
钟、瓷鼓、鱼哨、蟾埙等，扩
展青瓷乐器系列，拓宽音域，
提高和丰富乐器的音乐表现
力。

“怎么办”就是实施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树立几
个意识——

瓯乐发展振兴要有精品意
识。作品是艺术的安身立命之
本，瓯乐发展关键在于作品，
品牌要靠作品，精品要靠创造。在挖掘固有曲调曲
谱的基础上，进行专题创作，精心打磨作品，力争
出新品、出特色，出精品。

瓯乐发展振兴要有人才意识。从长远考虑，慈
溪市青瓷瓯乐艺术团可通过成立艺术研究会，与省
级、国家级专业院团合作，进行多角度、有效的推
广，提高艺术水准。同时，做好普及提高工作，形
成青瓷乐器演奏、研制的专业人才梯队，使之后继
有人。也可以开展瓯乐进校园等活动，做好传承建
设。

瓯乐发展振兴要有产权意识。随着瓯乐影响力
越来越大，难免以后会出现“蹭热度”或山寨模仿
者，所以，当下我们要有产权意识，尽快将“上林
青瓷瓯乐”“上林越窑青瓷瓯乐”“越窑青瓷瓯乐”
等相关名称注册，以获得法律保护。

瓯乐发展振兴要有市场意识。以“瓯乐”为核
心，打造越窑青瓷文化产业链。在“越窑遗址”及

“海上丝绸之路启航地”等文物点及旅游景点，举
行青瓷瓯乐展示演出，做好瓯乐加旅游的文章。另
外研制生产一批具有工艺价值和收藏价值的青瓷乐
器，在国内外文化交流及展演点拓展青瓷乐器的营
销业务。

青瓷瓯乐从古老的上林湖一路走来，走出国
门，走向世界，穿越千年时空，已然成为我们的一
张城市文化名片。传承和弘扬青瓷瓯乐，完成这一
场文化接力，我们责无旁贷。相信这种穿越时空的

“瓷鸣”，会讲出慈溪的故事，会给我们一份文化自
信和文化担当。

（作者系慈溪市非遗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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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参加第
五届“经典与传承
——中国新写实绘
画提名展”的部分
艺术家合影
（崔小明 摄）

图②：吴威油
画作品《大形而上
者 1917－2017》（3
米×1.8米）

图③：曹辉油
画作品《霞光》
（崔小明 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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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乐表演。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