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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晓旻）“舞彩霁青——甬城当代名家
瓷画展”正在宁波中华文促会展厅举行，展出了何业琦、陈
亚非、鲁峰、李羡唐、王复才、陈全尧、李建新、鲁海波、梅则
伟、盛加昌、李胜利等甬上老、中、青三代国画家的瓷画作
品55件，其中瓷瓶36件，瓷板画19件。

宁波是越窑的故乡，又是海丝的起航地。然而，当代瓷
画却是从0到1的开始。作为一次处女秀，本次展览意义非
凡。这些作品构图讲究，布局简洁，形象丰满，肌理变化丰
富，彩绘工艺技法娴熟，色块沉净亮丽，达到了“以工艺求
效果、以材质衬画面”的意境。

位于甬江职高的宁波市美术家协会瓷画创作基地，
汇聚了这批热爱中国画和中国瓷器的画家，在简陋
的创作室里，每周都有创作“群英会”，经过无
数次探索与尝试，画家们迎来了艺术生涯的

“转型”，将人物、山水、花鸟的传统笔墨在瓷
器上开创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在相当长一段历史中，中国瓷器以追
求釉色之美为主流，彩绘装饰并不受到特
别关注。但元代以后，随着青花技艺的发
展，绘画大规模进入瓷器装饰领域；明清
时期的瓷画相比之前有一个重要特点：
文人画风格融入瓷画。瓷画和绘画，两者
的艺术之路，并行不悖又殊途同归。

明代青花瓷上的花鸟画，受沈周、林
良、吴伟、徐渭等画家的影响，偏向于大写
意之美。

瓷画中的山水在青花技术改善的明
清时期大量出现，风格接近此时的文人
画。晚明以后，分水技法开始出现，使青花
绘画分出不同的画面层次，形成像水墨画
一样明暗变化的效果，从而达到画面的丰富
灵动和无穷意趣，也更接近文人水墨画的艺
术效果。

因此，当代瓷画不是横空出世，而是承前
启后，继往开来。

瓷画创作对于初步接触的书画家来说，难
度不小。虽然是“玩票”，但在瓷器上作画可不是
那么好玩的。

宁波市美协名誉主席何业琦告诉记者：“瓷画
是在坯胎上作画，用的颜料和中国画不同。烧制出来后
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让人感觉奥妙无穷，这也激发了
我们的创作欲望。不过由于材料不同，需要有经验的积累
才能把握，比如，在平面的宣纸和立体的瓷瓶上构图，就有
很大区别，还有，在坯胎上对线条的把握更难。”何业琦“上
手”很快，仅在三五个瓷瓶上作画后，他就找到了感觉，他
认为能够在瓷器上展现自己的风格特点，开拓另一种艺术
形式，非常有意义。

展览现场，喜欢书画的张先生告诉记者：“名家在瓷器
上作画我觉得非常好，从家居摆设看，传统的中国画比较适
合在书房等处悬挂，但是瓷器就可以在任何地方摆放，保存
时间也更久远。而且，由于烧制的难度和变化使得作品只能
限量甚至独一无二，应该有较大的升值空间。”

虽然刚刚起步，但是艺术家们都兴趣盎然。李建新是
一位资深媒体人，也是书画爱好者，从小的茶器到大的瓷
瓶，他都尝试着在上面作画，作品中充满了文人画的意趣。

瓷与画的结合，窑变的意外惊喜也让画家鲁峰充满创
作热情，他淡雅清逸的彩绘作品在展厅特别吸引观众。几
年前鲁峰就尝试过瓷画，此次挑战了难度更大的釉下彩，
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彩绘首先是颜色的搭配很重要，因
为相比于宣纸，瓷坯上的颜色更难把握，还有彩色颜料韵
味的呈现，全凭自己的感觉。”他还强调，后期的烧制更难，
画得很好的瓷坯只有很小的概率成为“意外惊喜”。

本报讯（记者 陈晓旻） 12月3日，“形异道
同·中国写意油画学派作品邀请展”在宁波画院开
幕。画展汇集了中国当代30多位知名油画家的
100余幅写意油画精品，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写意
油画学派学术探索的最新成果。

“形异道同·中国写意油画学派作品邀请展”
是中国写意油画学术和创作成果的一次全面展
示。参展作品从油画的本体语言、形式、观念等各
个层面展开创作，既有画家们拥抱自然写生的痕
迹，又有展示自我内心的脉络；既有对思想层面的
生动诠释，也有对现实的探索与表现，形式多样，
面貌丰富，体现了画家们直面自身、关注生活、自
由而发的创作精神，更展现了艺术家真情与随性
交织的情感。

本次展览的策展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
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表示，写意油画是西方油
画落地中国的必然结果，是百年中国在油画发展
中逐步清晰明确的学术概念，是推动中国当代油
画艺术发展繁荣的文化取向。作为油画实践方式
的一个维度，写意油画重在从整个中国文化的传
统中汲取知识、哲思与视觉造型方法，融汇西方油
画的各种经验，在思想观念上体现基于时代感受
与本土文化的主体意识。

展览现场，范迪安的巨幅画作《塞罕坝之春》
（200cm×640cm），描绘了承德塞罕坝的美丽风
景，也讲述了几代人为了让荒原沙地变成青山绿
水努力修复环境的奋斗故事，用艺术的方式传播
和弘扬塞罕坝精神。徐里的《秋叶醉泉》则充满了
古诗词中的唯美意境。

在画展开幕式后举行的讨论会上，艺术家和
评论家们就写意油画在当下的实践和发展作了交
流。

北京当代中国写意油画研究院学术委员任传
文认为，写意油画首先不是个概念问题，而是实践
问题，“写意，是一种姿态，是一种如何与社会与自
然对话的态度。就像宁波画院的建筑，结构上有
很强的现代感，同时由于处于美丽的东钱湖边，它
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很多的通道位于半地下，
与自然融为一体，成为很有亲和力的文化空间。
写意油画也需要这种贴近生活和自然的姿态。”

正如“形异道同”的名称，尽管艺术家们的实
践各不相同，但大家的想法是一致的，在中国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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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历程上，几代艺术家始
终抱有一个坚定的文化理想：
既要传播油画艺术，令国民理
解和欣赏油画，更要在学术上
不断探索油画语言和中国文
化精神的结合。中国写意油
画的优秀传统是不断地研究
中国历史，同时迎向时代发
展，其前景便是要立足中国、
研究中国风格、彰显中国精
神。特别是进入新时代，油画
家群体中有一批志同道合者
在写意油画的学术道路上坚
持探索，体现了一种高度的文
化自觉。

评论家、天津美术学院副
教授范晓楠表示，从西方艺术
史的角度看，印象派出现的时
间正是现代科技快速发展的
时期，而中国写意油画的生发
也是时代的需求。

宁波画院执行院长李学
峰在近几年的《吉祥蒙古系
列》油画创作过程中，尤其注
重油画本土化、民族化方面的
探索与研究。他认为，中国传
统绘画中的“写意精神”是一
直被中国油画家们所看重的
文化艺术根脉，从中国传统哲
学和美学的角度看，儒家、道
家、禅宗等哲学理念对写意精
神的产生具有深远的影响，因
此写意油画的本质支撑和内
在学术理想就是“写意精神”，
它是包容的、与时俱进的。

本次展览到12月15日结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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