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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察

资 讯

□ 杨占丽

培根说过，“我们应当立足

于古道然后瞻顾四周，见有正

直的大道，然后行于其上。”这

句话用在当代中国画的发展演

变上也是恰如其分的。

阅读曹玉林所写的《中国

画的体格转型》一书让人感触

颇深。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

深，不论其内涵还是外延都是

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中国

的国画更是如此。

立于传承
不忘吸纳创新

中国画的“程式化”很强，

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它却不断吸

纳了大量外来元素，以丰富这

种“程式化”。

在中国画的发展历程中，

“保守派”和“创新派”始终是既

对立又共存的。用曹玉林的话

来讲就是：“一种是过度强调严

守传统，认为包括中国画在内

的艺术早就有了它完美的大境

界，它只需要到达和兴化，不需

要发展，任何想超越的想法都

是无知。古人讲‘盈科而后

进’，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是深入

地继承，把古人留下的艺术之

坑‘填满’。”另一种过度强调不

断创新，认为“世间万物的基本

规律就是——只有变化，没有

永恒”。这两种观点各有其据，

皆包含着一定的真理，也都存

在着一定的偏颇，即前一种看

法立足于传承，强调严守传统，

后一种看法立足于创造，强调

不断创新，两者单独拎出来看，

都是片面、一元的形而上学的

思维方式，没有整体、客观、全

面的去看待客观的事物，不足

构成合理的规范。

裂变异化
不离民族土壤

中国画一直以来就带着浓

郁的民族特征。正如“中国画”

这个称谓一样，是在上个世纪

初才正式形成的，当时西方的

文化大量涌入中国，所以“中

国画”具有不同的精神内涵和

表现形式。但正是因为中国

画有着这种强烈的“程式化”

的民族特征，所以很难做真正

的“转型”。

传统中国画以其几千年的

积累已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

系,中国古代各大家对中国画

“气韵”“用笔”“意境”“色彩”等

方面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形成了中国画区别于其它画种

的极其鲜明的艺术特色,是中

国传统文化中最成熟、完善的

艺术体系。

“程式化”是传统中国画的

特点，也是传统中国画的优点

和局限。一方面传统中国画的

发展不断地走向程式化和规范

化，其极端的结果如梁启超之

所谓“如果之极熟而至烂，如血

之凝固而成瘀”，导致绘画本体

的僵化，失去前行的动能与创

造的活力，而另一方面，由于传

统中国画的本体又最大程度的

集中体现在那些代代相传的

“程式”中，若失去了程式，绘画

又无法显示作为本体的存在。

中国画在发展过程中长期

受到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

以及自汉代开始进入中国的释

家，皆对中国画的精神和形态

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此后的

历史长河中，虽然因为绘画自

身的本体化进展和影响绘画发

展的社会学作用，致使中国画

在价值学方面和形态学方面，

皆出现过种种驳杂陈错的裂

变、异化和改塑。然而，作为中

国人“游于艺”与“逍遥游”的奇

异产物，中国画从未脱离过它

所植根的传统文化和民族土

壤，也从未改变过它所固有的

文化身份和文化种姓。

体格转型
改造不如创新

20 世纪的中国画走向转

型，这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复杂

的时期，也是中国画由传统型

体格向现代型体格转变的关键

时期。由于社会的经济、政治、

文化出现了困境，逼迫国家的

各个方面都开始转化，当然文

化上表现得极为明显。这就是

中国画转型的新开端。

对传统中国画显著特征的

传承也是中国画独有之处。与

继承相比，改造或曰在继承中

有所变化，成功的几率是较高

的，也是较为可靠的。让中国

画反映现实生活的最后一条

实现途径就是——创新。改造

相对于创新而言是容易的，是

保守的“继承”，只是含有新的

元素而已。创新是指的一种更

为激进的，或曰与传统距离相

对较远、联系较少，甚至是近于

空诸依傍的创新。

肇始于20世纪初的当代中

国画体格转型，是中国画发展

历史进程中的一次伟大的艺术

变革。虽然直至目前为止，这

场变革尚未取得最后胜利，还

存在着诸多有待解决的重点和

难点，处于关键性的攻坚阶段，

但是已经取得了实质性、阶段

性的成果，这场变革已不可

逆转。

多元发展
迎来改革春天

中国画历史悠久源远流

长，有着几千年的文化底蕴,是

我国民族文化的象征，作为一

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存在于世界

艺术之林,除内含诸多学术性

内容外,纵观中国画的发展历

程也不难看出，中国的政治和

经济等各方面因素对中国画

的影响颇深，例如，中国画的

每一次革命都与社会的发展

变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自“五四”运动开始，中国社会

发生的重大变化对文化艺术

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五四”

运动借助西方文化打击中国

传统文化,其宗旨是打倒封建

主义和封建势力,在艺术上突

出的是用西方文艺复兴的传

统文化来批判和打击中国传

统艺术,中国社会经历的重大

变革促使中国画也面临着严

峻的挑战和选择。

上世纪20年代前后，有一

些颇有影响力的人物纷纷主张

“美术革命”，大力倡导采用西

方绘画方法改革中国画，这时，

中国画就已慢慢融入了西方的

绘画技法。新中国成立后,中

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

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中国画也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革迈入了

历史新阶段。到了20世纪50

年代，出于国情需要，加之对俄

罗斯现实主义美术思想的全盘

接受,使中国画注入了越来越

多的现实主义写实成分。20世

纪80年代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

进入到多元化、信息化的历史

新阶段,而中国画的发展也迎

来了春天，进入了蓬勃发展的

历史新阶段。伴随着改革开放

的进程,中国画单一的表现形

式已不适应多元化的社会发展

需要,中国画需要摆脱以往单

一模式的束缚，以多元的发展

趋势进入全球化。

《中国画的体格转型》一书

对传统中国画的转型做了两点

总结。一是中国画还将继续发

展和演变，今后的中国画将不

同于今天的中国画，也不会同

于过去的中国画，这一点在形

态体格上的表现尤为如此。

二是中国画今后的发展演变，

将仍是一个总体上变动不居

与阶段性相对稳定并存，有限

的“自由”与动态的“规矩”相互

制约、相互补充的漫长过程。

其中第二点对于中国画创新方

面更具有准确的概括性。书中

所讲的这个漫长的过程，就是

中国画不断探索、试验、反复、

突围以及与所处时代的经济

和政治相融合与其情境相协

调的过程。这就表现了中国

画的文化种姓和艺术本质不

可改变的原则性以及能够改

变的可允度。任何一位从事

中国画的创作者都只能在这

种原则性与可允度所规定的

范围内做出自己的努力。随

着我国国力的愈加强盛，经济

的不断繁荣，中国画的未来将

会更加辉煌。

□ 马秀秀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

人欲断魂。”晚唐诗人杜牧的一

首《清明》，让杏花村名扬天下。

清康熙年间，贵池人郎遂

编撰了《杏花村志》十二卷，是

唯一入选《四库全书》的村志。

池州杏花村说法也出现于此。

2012年，以史载杏花村旧

址为基础，安徽池州贵池区杏

花村文化旅游区启动建设。

坚持“生态为根、文化为

魂、旅游为体”的发展理念,杏

花村文化旅游区知名度不断提

升。其民俗体验区自2015年

10月对外运营以来，累计接待

国内外游客266.3万人次，旅游

总收入突破4亿元人民币。

依托文化资源，发展旅游

业，这在池州并非个例。作为

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位于长江

南岸的这座城市，正不断借助

文化旅游擦亮自己的“名片”。

陵阳镇是座千年古镇，位

于安徽池州青阳县。小镇中，

“天下粮仓1949”文化园由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宁氏宗祠和改

造后的五座老粮仓组成。自2

月底开园已经接待了2万多名

游客。

据安徽富贵陵阳文化旅游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丛云生介

绍，文化园以农耕文化、粮食文

化和粮票文化为主题，建有徽

派庭院、水榭、小型图书馆等。

“取名粮仓，体现园区是和

粮食以及粮食生产文化相关。”

丛云生说，“天下”则表示，收藏

的粮票和农具等来自祖国大江

南北。

“这张地图由960张粮票

组成，票面重量5.6吨，分别代

表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和

56个民族大团结。”丛云生解

释道，“这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张

用粮票拼成的地图。”

“粮票的历史轨迹，反映出

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变迁。”丛云

生说，设置粮票博物馆，可以让

年轻人了解那段历史，从而更

加珍惜当下美好生活。

茶溪小镇坐落于池州青

阳县庙前镇高源村，是目前青

阳县极富禅修特色，集度假、

旅居、养生和观光体验为一体

的高端旅游项目。作为其项

目之一的皖南300村，更是把

安徽的文化资源运用得淋漓

尽致。

有“皖南第一村”之称的江

村，宣纸发源地小岭村，革命老

村川村，崇尚文学、道德、教育

的尚村……在皖南三百村项目

下，皖南地区古村落的文化、旅

游、特色产品得到集中展示。

安徽皖南三百村商业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颜宏

说，这一项目主要是以产品为

载体，把皖南的村落推介出去，

拉动旅游经济发展。

颜宏介绍，自2016年开始

建立以来，皖南三百村项目通

过对接村庄资源精准扶贫，已

经和200多户贫困家庭建立了

联系。

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

长成长春表示，安徽池州利用

传统文化优势，发展文化旅游

业，具有经济、文化两方面的

作用。

“一方面，通过文化旅游产

业链，会促进池州美丽乡村建

设，村民也会因增收而获益。”

成长春说，另一方面，旅游者可

以了解池州乃至中华文化，其

具有的文化教育意义深远。

新疆木垒新疆木垒：：““文化文化++旅游旅游++体育体育””
助推助推旅游业发展旅游业发展

近日，为期两天的木垒哈萨克

自治县民俗旅游文化展示节暨赛马

骆驼大会在新疆木垒哈萨克自治县

哈扎纳特国际赛马场举行。近年

来，木垒县以“文化+旅游+体育”的

新模式，促进民族文化和旅游业深

度融合，助推全域旅游蓬勃发展。

图为秧歌表演队在民俗旅游文化展

示节开幕式上表演。

新华社记者 沙达提 摄

□ 刘少华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

们对于精神生活的需求更加旺

盛，消费升级和政策红利引领

下的文旅产业，正在成为“市场

需求的宠儿、经济发展的骄子、

资本追逐的对象”。然而，一些

地方文旅产业的“滑铁卢”也告

诉我们，文旅产业虽然是一片

蓝海，但蓝海里也出现一窝蜂

涌入现象。有的项目既无质量

也无创意，既不关心文化也不

热爱旅游，一心想着把“风口”

变现，结果就发现今天的游客

不那么好忽悠了。

耐人寻味的是，一些地方

大投入的文旅项目，有时候甚

至不如老乡自娱自乐的景区活

得久。那些原生态乡村旅游景

区看起来土俗，却能找到适配

的目标受众，关键就在于结合

当地文化习俗，成功挖掘出了

富有特色的东西。这也提醒人

们，在不惜重金投入文旅项目

的时候，首先要深究，这个文化

项目的“魂”是什么？如专家所

言，一个文化项目的核心，绝不

仅仅是地理的象征，“还是生于

斯长于斯的血肉和灵魂，其中

的文化精髓应是当地生命活动

中形成的传统、风俗、生存方

式、思想观念等。”强大的文化

资源，同时也意味着受众更高

的体验期待，如果从业者不能

认真地去打造历史文化特色，

只是急功近利地追热点，必然

会掉进同质化的陷阱。

各地都上马高度相似的

“老街”，从这个古城到那个古

城，从名山脚下到高原之上，总

能买到一样的商品，听到同样

的民谣，品尝到相似的小吃，甚

至到了晚上，大多会上演大型

实景演出，总有似曾相识之

感。为何？还是因为不珍惜群

众旺盛的旅游需求，宁可懒惰

地搞搞“一锤子买卖”。

在对待文化旅游的问题

上，最需提防的是心急。很多

长盛不衰、风靡世界的文化旅

游项目，背后往往有对文化品牌

的敬畏，同时还有对服务细节的

追求。有心人将文化和旅游比

作“诗和远方”，要真正到达那么

诗意的境界，我们还需要日复一

日的深耕，才能对得起见识和品

位不断提升的消费者。

□ 本报记者 顾继红

□ 顾介铸

近日，江苏省泰州市推出

创建标准国际化创新型城市试

点又一新举措——设立标准创

新奖，在全省率先出台《泰州市

标准创新奖管理办法（试行）》。

据了解，该奖项从今年起

开评，每两年评审一次。标准

创新奖的奖励对象为泰州市内

的机关事业单位、企业、高校、

科研院所、检验检测机构、社会

团体等各类主体主导起草的标

准项目和主承担的标准化试点

示范项目。每次授奖项目不超

过10项，其中一等奖不超过2

项，二等奖不超过3项。奖金

分别为：一等奖30万元、二等

奖20万元、三等奖10万元。

近年来，泰州促进标准与

各大质量基础深度融合，推进

“标准化+”行动，大力扶持引

导企业主导、参与制订修订国

际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构建“泰州制造”先进标准体

系。目前，泰州主导、参与制定

国际、国内标准累计达1000多

项，其中ISO国际标准9项；建

有国家、省级标准化试点 89

个，建有高新技术自主创新标

准化试点12个，循环经济标

准化试点3个，战略性新兴产

业标准化试点9个；建有国家

级农业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

19个。

“‘标准创新奖’的设立将

进一步推动标准化战略全面实

施，营造鼓励标准创新的良好

氛围，助推泰州高质量发展走

在前列。”泰州市质监局局长

顾维中说。

本报讯 据相关数据显

示，截至今年5月30日，陕西茶

园面积达到260.1万亩，产值

117.8亿元，陕茶发展迅速。

据了解，目前陕西茶产业

规模不断壮大，基本形成了以

绿茶为主，茯茶、红茶等多种类

发展的格局。陕西2017年茶

叶面积的增幅和综合效益增长

均为全国前3位。

陕西茶产业的快速发展，

带动了当地茶饮品、茶叶包装、

茶叶贸易、休闲观光等相关产

业的发展。目前该省有茶叶加

工企业1472家，种茶家庭农场

4968个，茶产业从业人员超过

200万人。

“陕西是一个文化大省、旅

游大省，我们要通过文化包装

加强消费群体对品牌的印象，

提高品牌的知名度，促进茶产

品快速发展。”陕西省园艺蚕桑

工作站副站长孙越赟说。

陕西官方表示，除了打

“文化牌”，陕茶今后还将在提

高茶叶质量、打造知名品牌、用

政策扶持推动茶叶品牌建设

等方面下苦功，从而达到“传

承陕茶历史、重振陕茶雄风”的

目标。（党田野 阿琳娜）

植根民族土壤 顺乎多元潮流

文化旅游擦亮城市“名片”
作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安徽池州利用传统文化优势，

发展文化旅游业，促进美丽乡村建设

诗和远方要多花心思去抵达

泰州设标准创新奖助城市高质量发展

陕西茶产业巧打“文化牌”拓市场

古人云“盈科而后进”，中国画从未脱离过它所植根的传统文化和民族土壤。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画在传承的同时，以多元的发展趋势融入全球化

烟台力推葡萄酒主题旅烟台力推葡萄酒主题旅游游

近日，备受关注的张裕葡萄酒小镇开园，为烟台这座“亚洲

唯一的国际葡萄与葡萄酒城”葡萄酒旅游产业新添了一条完整的

线路。 王娇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