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 纪事· 52023年2月4日 星期六

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本期导读

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

第5-7版 周六出版
主编：王小宁
编辑：谢颖 杨雪 张丽 郭海瑾
收稿邮箱：
xueshujiayuan@126.com

电话：（010）88146864
88146873

第8版
主编：姜贵东
编辑：贾宁

本版校对：耿斌
本版排版：芦珊

（（（（（（（（（（（（（（（（（（（（（（（（（（（（（（（（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 151151151151151151151151151151151151151151151151151151151151151151151151151151151151151151151151 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文
艺
副
刊

刊头题字：冯其庸

扫
码
读
华
夏

■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

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

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作为文艺界委员，吴洪

亮多年来坚持在国内外宣传中国传统绘画，尤其是齐白石的绘画艺

术。他以不同的主题、创新的方式，向世界展示齐白石的绘画。吴洪

亮认为，要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就要不断加

强世界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认同。通过艺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

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齐白石，无疑是一张

“金名片”。本期采访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委员，请他讲述 20 年来，他

如何持之以恒地向国际社会、向公众不断宣传、推广齐白石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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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新

懂得感恩是一种美德
安平秋

用时代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景小勇

向海外讲好齐白石的故事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讲述如何通过艺术展示中国形象

本报记者 杨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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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洪亮将多年来对于齐白石文
献和作品持之以恒的研究、梳理、整
合以及不断以创新形式在国内外办
展的工作模式，称之为“土星工作模
式”。借由土星星环的概念，强化跨
学科，将思维的方式延伸到其他领
域。除了在本领域深耕细作之外，在
北京京剧院院长刘侗的推动下，吴洪
亮希望能协助将齐白石的故事以京
剧艺术的形式演绎出来。

齐白石是北京画院首任名誉院
长，十多年来，吴洪亮和北京画院的
同事一直称自己是“大匠之门”的服
务生，推广和传播齐白石。

对此，吴洪亮不遗余力，甚至有
点痴迷。1960至1970年间，捷克美术
史学家、汉学家约瑟夫·海兹拉尔博
士在捷克孤灯只影、伏案十年撰写捷
文版的《齐白石》。2015 年 4 月间，王
明明与吴洪亮专程赴布拉格拜访海
兹拉尔的遗孀李玳君夫人后，吴洪亮
与同事一起将这本沉寂多年的学术
著作翻译成中文。

作为一本中西方美术交流史上
的重要学术著作，海兹拉尔先生撰写
的《齐白石》不仅在 1970 年诞生时就
得到了当时捷克汉学界的肯定，获得
了图书出版的最佳奖。他多年苦心
孤诣的研究，被翻译为中文版后，也
以其丰富的史料和独特的视角为中
欧美术研究添砖加瓦。

北京京剧院找到著名编剧王勇，想
请他作为编剧将齐白石的形象搬上中
国京剧艺术的舞台时，王勇翻阅了吴洪
亮给他的各类材料，最后，他告诉吴洪
亮，这本海兹拉尔的传记，最为动人。

开启齐白石研究
的“土星模式”

本报记者 杨雪

齐白石海外馆藏作品惊人

齐白石，这位近现代中国绘画大师，对中国
画坛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大众之间引起了
共鸣，更在国际艺坛享有盛誉。20世纪 20年
代，齐白石的作品在日本被追捧，30年代影响
远播欧洲，50年代他的画常常作为国礼赠予各
国首脑，时至今日，在各大国际拍卖会上，齐白
石的作品不断刷新中国画的拍卖纪录。

2003年，国内曾经举办过一次齐白石作品
展览。当时刚刚30岁的吴洪亮参与了展览工
作，那一次展览，他有幸第一次“上手”齐白石原
作。所谓“上手”，是行话，意为用手执画作来感
知作品。以前只是喜好，从画册上看，隔着玻璃
看，这一次亲手触摸，吴洪亮用两个字形容当时
的感受——震惊。

当时的吴洪亮或许没有想到，此后在他人
生的几十年里，将齐白石的作品不断推向国际
社会，将成为他孜孜不倦、久久为功坚持做的一
件事情。

2007年，吴洪亮到北京画院工作。十几年
来，他一直负责展览方面的工作。1957年，北
京画院成立，齐白石是首任的名誉院长，去世后
家人将作品捐赠国家。如今，北京画院收藏了
齐白石作品及文献多达2000多件。因很少对
外展出与出版，这些作品曾被称为“秘藏”。吴
洪亮用了10年时间，以展览为基础，做了许多
研究梳理工作，摸清了北京画院的家底。北京
画院还成立了学术部、美术馆和齐白石艺术国
际研究中心，一边做研究，一边做展览。

同时，吴洪亮希望了解齐白石作品在世界

各地的收藏情况，而这个工作几乎是开拓性的。
打开视野，联络海外学者。2010年，吴洪

亮参与策划举办了一次大型的齐白石艺术国际
论坛，广泛联系邀请全球范围内包括英国大英
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等
艺术机构及各国高校的相关学者或艺术家，只
要与东方艺术有关的，便竭力联系。目的就是
搞清楚齐白石作品的海外收藏及研究情况。这
一部分工作，有如挖井，做好掘井九轫而不及泉
的准备。结果发现有些意想不到的国家都藏有
齐白石的画作，并且数量惊人。

“不喜平庸”“不厌雷同”办展览

梳理文献的同时，吴洪亮要在国外办好齐
白石的展览。齐白石讲过四个字“不喜平庸”，
还说过四个字“不厌雷同”。所谓“不喜平庸”就
是要跳脱过往的藩篱，所谓“不厌雷同”就是不
惧一件事反复做，不怕来打一口研究的深井。

吴洪亮也坚持用这八个字办展览。“不喜平
庸”，展览方式就要不同以往。

吴洪亮策划所有的齐白石海外展览，有一
个共同的宗旨，那就是如何让外国人真正了解
中国绘画，认同中国绘画，热爱中国绘画。在吴
洪亮看来，好的展览，绝不是简单拼凑几十张画
搞一次集中展出，而是要经过展览前的研究、展
览中的交流、展览后的影响，并形成循环发酵等
效应等步骤。

在国外办展，让外国人读懂中国绘画，首先
需要找到他们能读懂的语言。北京画院在这方
面做了不少尝试。

2015年，吴洪亮参与策划“天然之趣——

北京画院藏齐白石精品展”在匈牙利国家美术
馆举行。展览特意增加了齐白石大量的写生、
临摹作品以及创作前所画的图稿放置在展览的
最前面。在入口处的墙上突出呈现了齐白石的
一句话：“要写生而复写意，写意而后复写生，自
然形神俱见。”体现中国艺术的创作是一个循环
渐进的过程，并且和西方创作方式上一样，画前
要做大量的工作，只是创作的过程时间要短很
多罢了。写意作品表面上的“一挥而成”，后面
则蕴含着中国艺术的大道理。在这一展览中，
展出了工笔草虫，让观众了解“尽精微，致广大”

“一花一世界的道理”，将齐白石的梅花、荷花、
紫藤、菊花等四季花卉一并展出，体现中国艺术
寄物抒怀与对时间的描绘。现场还布置了许多
细节让观众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例如展出了
齐白石画室中的桌椅、作画所用文房，配合齐白
石的《发财图》现场展示了中国的算盘，让神秘
的中国绘画变得亲近而自然。观众以熟入生，
融入了展览，故而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效果。

齐白石的成名源于1922年其作品到日本
展览而后大卖。2018年，北京画院经过3年时
间的筹备，将齐白石作品再次带到日本，在东京
国立博物馆和京都国立博物馆展览，展览持续
半年之久。展览恰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这更使得展览在东京的观展情绪高
涨，对于当时进一步促进两国邦交是一次极大
的呼应。

2019年，吴洪亮将齐白石的作品带到了希
腊，举办了“此中真味——齐白石艺术里的中国
哲思”展览。这一次吴洪亮经过了更长时间的
准备，一谈就是 5 年之久。展览开幕前夕，
习近平主席访问雅典。倡导文明对话，推动不
同文明和国家包容互鉴、和谐共处，让古老文明
的智慧照鉴未来，正是两国领导人这场“文明之
约”的题中要义。此次展览，可谓又一次恰逢其
时。齐白石的作品妙则妙在“不似之似”，“似”
为造型之真，“不似”为生命之真。希腊崇尚哲
学、科学，所以吴洪亮不仅仅带去了齐白石的绘
画，将北京画院藏齐白石的全集送给了希腊总
统，同时，他让中国绘画追求的“真”与希腊哲学
探寻的“真”进行了跨时空的对话，共探“此中真
味”，让两个古老文明因齐白石有了进一步的交
融和交流。

2021年，中意文化年。因疫情缘故，原作
带不出去。吴洪亮带领画院同事集思广益，化
不利为有利。利用互动多媒体，高仿作品的方
式，将齐白石的高仿作品带到了意大利的设计
之都米兰。因为不是原作，观众反而触手可及
地来感受齐白石的手卷与册页。同时展览还带
去一种新的技术，在液晶屏上就可以写出毛笔
字起承转合笔画，让意大利的观众边写、边画、
边交流，体会中国的雅集之悦。

此展备受欢迎，因此受邀开始在欧洲巡
展。这使吴洪亮对2023年开启纪念齐白石诞
辰160周年的全球系列活动，让更多的人喜欢
齐白石与中国文化有了信心。

今年，吴洪亮说将继续筹备齐白石在西班
牙的展览，希望做一次齐白石到毕加索故乡的
展览。明年，打算将已经筹备多年的全球收藏
齐白石作品的新版齐白石全集出版。在吴洪亮
看来，不断深挖齐白石作品的内涵和深意，正所
谓齐白石所说的“不厌雷同”。

为何不遗余力推介齐白石

为何如此不遗余力地向外推介齐白石，宣
传齐白石？在吴洪亮看来，在国际上提到东方
画家，大家第一个就想到齐白石。已经讲过，
齐白石的成名始于日本。19 世纪末 20 世纪
初，日本脱亚入欧，全面接受了西方绘画。包
括当时流行的印象派、野兽派、表现主义等，
而齐白石的绘画在西方看来，是一种表现性绘
画。后印象派以后的作品开始追求本体，即线
条、形状、色彩的独有价值，而非依附于其
他，是主观性绘画。吴洪亮认为，齐白石的艺

术属于主观性绘画。齐白石与这些画派还有一
个共通点。比如野兽派代表马蒂斯的艺术灵感
之一来自中东，现代派代表毕加索的创新部分
源于非洲，而齐白石的作品植根于中国湖南的
湘潭，楚地多傩，这几个地方的艺术追求都更
接近于人的本体，表现的主题和形式是相通
的。当然，这些国际视野上的对比，在齐白石
那里恐怕是不自知的。但是齐白石的作品能够
国际化，在吴洪亮看来，是有这样的原因作为
支撑。

据称1956年夏，张大千拜访毕加索时，毕
加索说，“齐白石真是你们东方了不起的一位画
家。”因为早在1956年初，张仃以中国文化代表
团成员身份拜访毕加索时，曾送给他一套荣宝
斋水印的《齐白石画册》。毕加索还临摹了齐白
石作品，并拿出五大本习作给张大千看。而齐
白石看了毕加索的名作《鸽子》后说，他画鸽子
飞时，要画出翅膀的振动。我画鸽子飞时，画翅
膀不振动，但要在不振动里看出振动来。

这虽是艺坛的轶事，然而在1956年，世
界和平理事会宣布把1955年国际和平奖授予
了齐白石，在获奖证书上就印着毕加索画的鸽
子。对这一重要奖项，齐白石在答谢词中动情
地说：“正因为爱我的家乡，爱我的祖国美丽
富饶的山河土地，爱大地的一切活生生的生
命，因而花费了我毕生的精力，把一个普通中
国人的感情画在画里，写在诗里。”

齐白石是无可替代的中国艺术家。寻求对
齐白石艺术、对中国传统更鲜活的研究与更

“可信”“可爱”“可敬”的传播，让世界更深
刻地认识中国，认识中国绘画艺术。吴洪亮
说，他将“不厌雷同”地追求下去。

▲吴洪亮

2015 年，匈牙利国家美术馆举办
的“天然之趣——北京画院藏齐白石
精品展”上陈列齐白石画室桌椅，以便
于了解中国文化。

2019 年，在希腊雅典举办的“此中真味——齐
白石艺术里的中国哲思”展海报。

2018 年，在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的“中国近代
绘画的巨匠——齐白石”展览海报。

▲2022年在意大利米兰举办的“不喜平庸——齐白石的艺术世界”展览上观众体验毛笔书写
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