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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8 中国电影

美学年会9月5日~6日在长春

举行。年会以“中国电影的美

学形态：变迁与传承”为主题，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国电影

美学的形态演进”“发展视角下

的社会美学”等内容进行了研

讨，聚焦电影美学对当前我国

电影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中国电影美学年会是首次

举办。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副主任、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

长张小光表示，中国电影理论

建设要紧贴当下电影改革发展

实际，深入挖掘电影美学对于

国产影片、作品创作和文化主

体性建设的价值及作用。

国家电影局艺术处处长

陆亮说：“如何坚守中国电影的

美学品格，如何借鉴好莱坞的

有效模式，又不丧失中国电影

的民族风格，如何广泛学习西

方经典，又能扎实描述中国现

实，这些问题摆在电影美学面

前，需要我们解答。”

与会专家重点就现实主义

电影的美学特点进行了探讨。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丁亚平

认为，发展新语境下的现实主

义电影美学，急需电影工作者

反思电影美学的变化，要积极

自觉地去建构现实主义电影美

学，要重视大众的需求，重视电

影的民族化、大众化，建设具有

独特东方美感的风格和影像话

语体系，注入更多能够照见生

活的中国元素。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美学

教研室教授余开亮认为，当代

现实主义电影发展的美学策

略，要以电影影像的艺术真实

性为基础，借助多维的艺术手

段，给观众提供感官享受、精神

反思、情感表现和认识社会百

态为一体的审美体验。

与会专家学者还就“爱情

喜剧商业美学的流变”“媒介

影像阅读经验与电影本体美

学的重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

讨论。 （刘 硕 赵丹丹）

流坑古流坑古村村
9月5日，一名傩戏演员

在流坑村仰山庙古戏台展

示傩戏动作。流坑古村地

处江西省乐安县西南部，面

积3.61平方公里，保存传统

建筑约260处，其建筑具有

浓厚的地方特色，代表了江

西赣式民居的典型风格和

特点。2001年，流坑村被国

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新华社记者 段卓力 摄

本报讯 由中国美术家协

会策划的“艺术与和平——中

国当代美术作品展”国际巡展

9月5日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中国文化中心开幕，40余件中

国当代绘画及雕塑作品亮相。

据介绍，此次国际巡展西

班牙站展出的作品呈现两大特

点：一是用中国艺术元素描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情；二

是展现中华民族追求的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理念，特别是对和

平的珍视。

中国文联美术艺术中心主

任丁杰对新华社记者说：“西班

牙艺术大师毕加索、达利、戈雅

的很多代表作都传递出反战思

想，而中华民族以和为贵，在反

侵略战争中历经磨难，懂得和平

来之不易。讴歌和平、追求和谐

美好，是我们共同的情感。”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吕凡在

开幕式上表示：“中国美术家协

会以‘艺术与和平’为主题，既

是以美学的方式诠释中国人民

爱好和平的传统，展示当代中

国艺术家对和平的深入思考，

又从一个侧面给出了维护和平

的‘中国方案’，令人鼓舞。”

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主任

姚永宾认为，本次展览可以让

西班牙观众一睹历届北京国际

美术双年展的中国作品，这些

作品意趣迥异，各有千秋，多角

度展示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生态

风貌。

西班牙亚洲之家展览部主

任梅内妮·格拉斯说：“虽然中

国当代艺术尚未完全进入西方

公众视野，但我们看到，中国有

信心、也正在努力让自己的艺

术走向世界。另一方面，中国

一直提倡共赢发展，这一点也

在展出的艺术作品中有所体

现，这应该得到我们的响应。”

（郭求达）

中国当代美术作品展走进西班牙

首届中国电影美学年会聚焦“变迁与传承”

□ 丁 薇

8月 26日，由中国美协艺

术委员会等单位主办的“水

墨·境域——全国中国画名家

写生作品邀请展”在北京上方

美术馆开幕，走进展厅一股清

新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云

南美协主席罗江在元阳的写

生、贵州美协主席谌宏微笔下

的黔东南古村、湖南美协副主

席王金石所绘的庆元乡景等，

所见之作有不少是美术家在

近年中国美协组织的“送欢乐

下基层”“中国精神·中国梦”

等深入基层采风写生活动

中所得，记者也曾有幸随行

采访。

展览中，徐里、韩敬伟、林

容生、陈辉、杨越、李伟、杜松

儒等38位当代中国画名家的

210件写生作品，既有“实写”

亦有“意写”，在绿水山川之间

纵笔快意，一些对厂矿学校、

少数民族同胞的描绘也多见

现场感和地域感，内容丰富，

表现形式多样，让观众在欣赏

中国水墨画艺术的同时，对他

们写生创作实践所呈现的新

面貌、新境界感到振奋。著名

美术理论家王仲观展后说：

“中国画的最高境界即是意

境。参展画家们将生活自然

之真实境地作为基础，与心灵

的理想相容，形成自己所追求

的意境，呈现于纸上，颇有质

量。这是一个有活力有实力

的展览，是中青年画家近几年

写生成果的一次汇报展。”参

展艺术家从云南、贵州、江苏、

福建、黑龙江等地赶来参加展

览开幕式，足见这次写生作品

展的重要程度和大家对展览

的期待与看重。

中国山水画与写生本就

密不可分。李可染也是通过

写生实践明确了自身的艺术

道路，并在技术与理论方面屡

屡创新，提出“采一炼十”的创

作主张，使得他的山水作品

实现了从“写实”到“写意”、

从“写生”到“创作”、从“写

境”到“造境”的转变；而以

“一”到“十”则体现了艺术家

通过深入观察、灵动表现，在

画面中呈现物象本质特征的

极致追求。参展画家，中国美

协民族美术艺委会副秘书长、

苏州国画院院长刘佳认为，

“写生这一形式在中国美术史

上的经典传世作品中都能找

到它们的存在，特别是在人物

画中写生形态出现得较早。

传统技法与写生相结合既是

笔墨创作的一个过程，也是一

种结果。艺术家在写生过程

中能够得到启发、得到灵感，

从中萌发出表现各类写生对

象的不同表现手法，直至使用

到自己的创作中去，在创作中

去完善写生中得到的新的表

现手段。这是经过写生才能

够提供给我们的收获，这也是

艺术家在画室中苦思冥想而

无法获得的。”参展画家王金

石在不断的写生中体会到三

个层次，即从研究自然物象、

寻找自然景物规律，到开拓自

己的形式语言，最终经由主观

化转换成艺术语言，自成风

格，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

源”。就如此次参展画家，国

家博物馆书画院院长刘罡所

绘《雁荡山》写生作品，山势

奇险呼之欲出，他的写生“轻

技术而重感受，细枝末节不着

笔墨，重点在气韵和境中之

情”。罗江从云南赶来，细细

观察到每位画家从生活之中

关注的点都不同，同样是北

方或南方的题材，从中能看

到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画

家之间彼此借鉴交流，很有

收获”。

“上世纪50年代，长安画

派、金陵画派、海派、岭南画

派等各地创立的画派之所以

能产生较大的影响，这和传承

与创新是分不开的。”中国美协

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兼秘

书长徐里很认真地看了参展的

每一幅作品，“美术家们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践行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他

们带着情感、冲动，带着研

究、探索，在写生中不断寻找

新的境界，锤炼笔墨，在保持

自身独特性的同时有所变

化、有所拓展，这样的学术精

神令人欣喜。作为画家，一

生的追求就是为了攀登艺术

的最高点，在此过程中最需

要强调的就是反映时代，创

新、创造。贡献出具有中国

元素、中国境界、中国韵味的

绘画样式，就是我们平常需

要研究的地方。新时代画家

要处理好‘守’与‘变’的关

系，守好传统、不能忘本，开

拓新路、表现时代。”

写生是收集创作素材最为

有效的方法。画家在写生中

表现客观存在，体会现实世

界，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景

色交流，获得不同的精神感

悟，为形成艺术家的个人风格

打下良好的基础。是写生给

予了艺术家诸多的可能。中

国文联美术艺术中心副主任

李伟说：“此次展览的初衷，正

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探

索，在中国画创作上能够达到

一个新的学术高度。我们常

说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

活。然而，艺术家对所见之景

如何提炼，品读此次参展之作，

或许能有所思、有所得”。

写生之中锤炼笔墨 参悟“守”与“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