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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华艺术宫的定位是中国近
现代艺术博物馆。而开馆首展之一
的《海上生明月———中国近现代美
术之源》，将是我国首次以博物馆
展览形式展示这段举足轻重的美
术史。总策展人卢辅圣昨天接受记
者采访时介绍，中华艺术宫辟出 !"

楼、!#楼的共 $个展厅，用 %##余
件精品力作勾勒出中国近现代美
术的发展之路。

中西并陈 求新求变
“我们要系统地、完整地、客观

地展示上海的近现代美术史。上海
美术是引领中国美术从近代形态走
向现代形态，是中国近现代美术之
源，也是中国近现代美术的核心。所
以，在中华艺术宫里用展品陈列这
段美术史，有着重大意义，这也是第
一次举全国美术界同行之力，集中
梳理上海的近现代美术史。”

卢辅圣表示，清末以来，上海
画坛名家辈出，流派林立，在以中

西并陈、求新求变为特征的中国美
术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独领风骚，
以“海上画派”为开端，历经现代美
术教育的文化启蒙、西洋画运动的
形式拓新、新兴版画的救亡图存、
商业美术的贴近生活、新中国时期
主题创作的时代新篇。

广泛征集 长期陈列
考虑到展览的规模和展品的

征集，在收集作品过程中，主要以上
海美术馆馆藏为基础，向上海画院、
朵云轩等收藏机构借到了一定规模
的藏品。朵云轩借出的藏品以清末
国画为主，上海画院则是解放后国
画作品的收藏重镇，也提供了不少
作品。本次大展也得到其他一些美
术收藏机构和个人藏家的支持。

由于这段美术史上作品太过
庞杂，策划团队只能好中取精；其
次，也照顾到三个时间段上作品数
量的平衡，故没有将所有的现存藏
品放入本次展览（比如，朵云轩所

藏清末国画很丰富）；限于条件和
筹备时间，某些原作未能如愿征集
到，也只能让读者通过展览的同名
图书来欣赏了———上海书画出版
社正在制作这本 !# 万余字的图
书，力争在展览同期和读者见面。

按照规划，《海上生明月———中
国近现代美术之源》展览将逐步调
换部分作品和专题，形成长期陈列。

三大时期 十个单元
根据策划，展览按时间分成三

段，共计十大单元。展览脉络按照
以海上画派为核心的近现代美术
发展历程展开，从清末民初海上画
派发生的基本面貌，至民国时期上
海美术多样化发展的丰富形态，直
到 !&'# 年至 "### 年间新中国上
海美术发展的巨大成就。

第一馆“海上墨林”聚焦上海
开埠到民国初年，上海的城市生活
围绕着以城隍庙为中心的老城厢
一带展开，其文化也带有中国传统

城镇与外来文明相交融的特色，汇
聚于老城厢、秉承不同传统的各地
画家，变法创新，建构了影响中国
近代绘画史达一个多世纪的海纳
百川的艺术景象。

第二馆“摩登时代”反映出 "#

世纪上半叶西画东渐与传统沿革
多元并存的格局，上海作为中国近
现代美术的发祥地，以其精英化、
商业化和国际化的视野，为这一时
期的美术发展格局打上了“摩登时
代”的文化烙印。

第三馆“激情岁月”体现了新
中国美术家们走向工厂、农村后形
成的声势浩大的现实主义洪流。画
家们满怀激情，创作出大批既体现
现实主义的写实技法，又不乏“红
光亮”浪漫特色的时代作品。改革
开放以来，艺术创造的自由度大大
提高，中国美术再次形成百花齐放
的局面。连环画、年画、宣传画、美
术电影等构成了波澜壮阔的繁荣
景象。 本报记者 乐梦融 林明杰

举全国同行之力梳理上海美术史
———访《中国近现代美术之源》总策展人卢辅圣

! ! ! !“海上生明月”大
展中，任伯年《群仙祝
寿图》被单独“供奉”
于一个空间，既是因
为任伯年是海上画派
的开创者，更是因为
这幅画是中国近代美
术史上的辉煌巨制。
这是由 !"条屏通

景构成的“组画”，高
"#%($厘米，总宽 )!*

厘米。画作表现的是西
王母庆寿蟠桃会的隆
重富丽场面，画中包括
西王母、小姐、宫女、群
仙共 *%个人物，形象
平易近人，可亲可爱。
工笔重彩是中国民间
年画、漆画、壁画中的
一个重要传统，任伯年
把这一传统在《群仙祝
寿图》中作了充分的发
挥和运用，并适当处理
画面中的远近透视和
光色明暗关系，使得这
件作品与一般的国画
有很多不同之处。
任伯年为创作这套金笺工笔重

彩《群仙祝寿图》，所用的金粉要达
多两黄金，成本颇高。据说上世纪
'#年代初，著名书画鉴定家、收藏
家钱镜塘外出用早餐，路过一家古
玩字画店时，看见店内有人正在从
一幅金笺画上刮着金粉。仔细一看，
他认出那是著名画家任伯年的作
品，赶忙上前问究竟。老板答道，市
场不景气，字画卖得不好，想刮下金
粉，熔金卖钱。钱镜塘不禁喜出望
外，同时又心痛不已，这正是任伯年
的代表作《群仙祝寿图》！他当即出
价 *##元，买下了全部 !"幅条屏。
后在唐云的再三恳谈下转让给了上
海美术家协会，保存至今。

本报记者 林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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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华艺术宫名家陈列馆程十
发专馆策展人彭莱在说起程十发
时，首先指出，当时名家林立的上
海画坛，培养了程十发不肯随俗
的眼光。这“不肯随俗”四字确实
点出了程十发的艺术个性。

才华横溢 风格独特
程十发 !&"! 年出生于上海

松江，早年就读于上海美专国画
系。!&*!年毕业后梦想成为职业
画家，非但没有成功，还失业五年，
其间生过一场大病。但程十发更坚
定了钻研艺术的决心。新中国成立
后，他投身于连环画创作，在连环
画和国画两个领域均成就辉煌。

中华艺术宫名家陈列馆中程
十发专馆展出的《歌唱祖国的春
天》，是程十发 !&')年获得全国青
年美术展览获一等奖的作品。他在
线描和渲染着色的基础上糅合西
画造型因素和构图手法，而连环画
的创作经验使他善于发掘生活中
朴实而感人的细节，赋予巧思，使
作品流露出真切而生动的情趣。

民族风情 跃然纸上
!&')年，程十发赴云南德宏、

西双版纳、怒江、澜沧江等地采
风。少数民族的物貌风情启发了
他在国画人物创作上的新思路。
他尝试回归传统的笔墨造型方法
与表现技巧，描绘富有形式意味
的少数民族人物与生活，探索国
画人物的新面貌。代表作品是作
于 !&'&年的《小河淌水》。他的笔

墨线条粗细浓淡枯湿，变化多端，
自由洒脱，同时极具人物造型的
概括性和表现力。

上世纪 '#年代后期至 )#年
代，程十发创作的大量以少数民
族人物为题材的作品有《赶集》
《边寨节日》《人物·鹿》等。其中有
些代表作也在专馆中可见。这些
作品开始显现出鲜明的个人风
貌。通过现代的写实造型、多样化
的章法结构，辅以民间美术的响
亮格调，程十发实践出以传统水
墨形式表现现代人物与生活的一
条独特的道路。

打破局限 雅俗共赏
彭莱认为，程十发巧妙地建

构了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图式，
保持了艺术的自律性。

晚年程十发被视为海上画坛
的领军人物之一。然而，他与 "#

世纪上半叶的“海派”在艺术的视
野、格调与气质上是完全不一样
的，他融合古今中西的艺术道路
也非老“海派”的画家在那个年代
所能企及。他的艺术的广博性与
现代品质超越了“海派”的局限。

本报记者 林明杰 乐梦融

! ! ! !如果不知道程十发对西

方现代艺术的研究和借鉴!

就无法真正理解他的作品"

人们都知道程十发于

传统中国书画造诣深厚!却

很少知道他对西方古典和

现代艺术同样有透彻的了

解"在早期的连环画和插图

创作中!他谙熟于西方古典

写实技法"传为画坛佳话的

是! 他曾用毛笔替代钢笔!

画出了细密#逼真!类似欧

洲古典写实风格铜版画的

插图$幸福的钥匙%"但他更

为倾心马蒂斯的野兽派#康

丁斯基的抽象艺术等西方

现代艺术理念"这在当时国

画界是极为罕见的"

中国画在&现代'进程中!有的

画家用中国毛笔摹仿西方的素描和

速写!程十发却不这样"他没有照搬

西方的具体技法! 而是借鉴了西方

现代艺术倡导自由#个性的精神!并

将这种精神融入富有中国韵味的笔

墨"人们惊喜地发现!原来中国画也

可以画得如此自由!如此多姿!如此

兼具民族性和现代感" 程十发的艺

术实践给中国画创作带来了巨大启

迪! 尤其对改革开放后新水墨艺术

的影响至今犹在" 有评论认为程十

发是传统中国画的绝响! 其实他更

是新中国画的晨光" 林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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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海派”的程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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