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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鉴赏
艺术家推介 平台

2024/4/20 星期六览展

艺4、5
开幕时间：2024年4月24日 上午10:00
展览时间：2024年4月24日—4月30日
展览地点：江苏省现代美术馆1号厅（南京市建邺区梦都大街50号）

南京十竹斋画院十周年系列活动：
山外有山——当代名家山水画提名展

程大利《借花寄草托微波》

崔见《晨辉》

刘春
《峰岫几画屏》

方向军《雪消门外千山绿》 李强《圣泉（一）》

任大庆《不驻凡尘》

杨运高《金陵古墙 岁月沧桑》

杨耀宁《洪荒》丁杰《春雨新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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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山皆响
□黄戈

由南京市文投

指导，江苏省现代

美术馆 、江苏省中

国画学会支持，十

竹斋艺术集团主

办，十竹斋画院承

办 的“山 外 有 山

——当代名家山水

画提名展”，将于

2024年 4月 24日

上午 10 点在江苏

省现代美术馆（南

京市建邺区梦都大

街50号）开幕。

今年是十竹斋

画院成立十周年，

作为画院十周年系

列的首场活动，展

览立足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大背景，

精选九十余幅艺术

名家山水佳作，以

地域性和历史性视

角观照金陵文脉，

以笔墨丹青绘金陵

形象、讲金陵故事。

“山外有山”作为“十竹斋”一个有品牌力的系列
山水画展，迄今已经举办三届了。从它策划伊始定位
于中青年山水画家，直至今年的当代名家山水画提名
展，每一步走来都展现出“十竹斋”艺术策展团队的整
体规划与学术构想。特别是在南京这个传承发展与
守正创新相汇、相织、相融的历史文化名城，一个成功
的画展绝非仅仅是视觉愉悦或者审美享受，更为一座
城市的时代精神和地域特征注入独一无二的文化基
因和艺术气息。就如我们今日脍炙人口的“金陵画
派”“新金陵画派”，也是历经了历史的淬炼，时间的洗
涤，最终为后世认可、称道，直至成为中国美术史上

“百代标程”的艺术丰碑。这足令当下每一位生活、工
作在这片土地上的艺术家自豪、骄傲，也带来了人们
对江苏山水画的发展前景和实践成果更多、更大的想
象空间和美好期待。

回望历史，一个时代的风尚与诉求对于一个画派
的形成显得至关重要。尽管学界对“金陵画派”的学
术称谓仍有异议，但明清移祚之际，一批寓居金陵的
遗民画家形成了一个政治态度相似，活动范围相同，
表现对象相仿，审美取向相近而绘画风格相异的地域
性画家群体，时人泛称“金陵八家”。这些画家既有领
军人物，如“金陵派以龚贤为首”（刘海粟语），又有中
坚人物，后有传人，清人对“金陵八家”早有“金陵之派
重厚”又崇尚“幽异奇僻”之风的概括，因而部分学者
统称为“金陵画派”。可见，“金陵画派”的产生并不是
当时南京画家有意为之的产物，而是当时的时代氛
围、思想风气深刻影响的结果。由此我们说“金陵画
派”概念的确立和传播是建立在时代影响下的观念形
成，是投射在历史场域下的风格标识。

如果说明末清初以龚贤为代表的“‘金陵画派’代
表了当时文人画创新思潮的积极力量”（马鸿增语），
那么1949年以后“新金陵画派”的崛起和兴盛深刻地
诠释了“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傅抱石语）的时
代内涵。我们可以把“新金陵画派”的成功概括为艺
术本体价值与社会效用的统一与互补，这也是其获得
社会声誉与历史地位的重要因素。从“新金陵画派”
的发展流脉进一步印证了艺术的社会组织功能与社
会化功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艺术活动具有特殊意
义，甚至能够成为引导创作实践成功的必要条件之
一。如1960年“江苏国画工作组”的两万三千里旅行
写生和1961年5月在京展出的“山河新貌——江苏国
画家写生作品展览”就是“新金陵画派”崛起的标志性
事件。参加旅行写生以及“山河新貌”画展的画家包
括了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傅抱石、钱松嵒、亚明、宋文
治、魏紫熙等等。这些事例印证了“笔墨当随时代”的
艺术箴言，凸显出艺术创作中时代性的重要作用。

历史的梳理和参鉴让我们看到了江苏山水画的深
厚传统必然置于时代背景下才能展现其艺术价值，而
其创新成就必然基于传统底蕴中才能彰显其历史坐
标。江苏山水画的发展脉络和现实情状往往并不趋
附于全国其他地域的流行“时风”，反观历代的江苏山
水画家们总能以“适我无非新”的精神发展出极具个
性的山水画风格。因此，江苏的山水画不仅给人以浓
郁的书卷气息，坚实的传统功力，突出的个人面貌，同
时在画面上还给人以生活的亲切感和时代的新鲜
感。鉴于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金陵画派”“新金陵
画派”之后的“后金陵”时代，江苏山水画依然能够接
续流传不绝的金陵文化传统与过往辉煌，能够在当下
的时代大潮中涌现出根植于金陵文化沃土的新力量、
新成果、新希望。尽管求艺登高之路必然艰辛，只有
极少数画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能够创造出前无古
人的特殊风格来，并为画坛和社会肯定，为历史承认，
但时代赋予了“后金陵”时代的画家们更好的发展机
遇、更多的社会担当及更大的历史使命。

百年老字号“十竹斋”不忘艺术初心，因应时代之
需，以自我的学术立场力邀一批活跃在当下江苏画坛
的山水画家参展，他们不同的人生阅历、不同的师学
背景及艺术理念必然带来一批富有金陵韵味又各具
个人风格的山水作品。感谢“十竹斋”策展团队精心
筹办这个主题鲜明而颇有意义的山水画展。因为山
水主题不仅仅承载了中国画文脉的精神赓续，更呈现
出一个时代风貌的张力与活力。感谢各位参展画家
的精心创作，一幅幅鲜活生动的山水图画宛若这个时
代悦动而丰富的音律，或洪钟大吕，或余音绕梁，或激
昂奔放，或悠远绵长……行在山间“歌此调，几令众山
皆响”。
（文章作者黄戈系江苏省国画院傅抱石纪念馆馆长）

浦均《还过桃花源》

常进《秋山一段云》 徐建明《巫山峰峻》

朱道平《霜晨月》

魏镇《春之韵》

华拓《倚云餐秀图》

萧平《江上草堂图》

秦剑铭《山中听清音》

宋玉麟《溪山高秋》

董金良《乾光1》

郭善涛《塬起（二）》

黄戈《润泽春山花欲燃》

张喆《江花发新径》

康凯
《江山如画——鹤鸣九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