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门口看大展·水韵江苏——
2024江苏省国画院丹青惠民系列展之走进仙林

今年2月，由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
江苏省国画院牵头承办的“水韵江苏”主题美
术创作活动正式启动。江苏省国画院全体艺
术家赓续新金陵画派“笔墨当随时代”的艺术
精神，足迹踏遍全省十三个设区市，历经10个
月，以传统笔墨集中展现新时代水韵江苏之
美，描绘江苏文旅发展新成果新亮点，最终形
成今天的写生作品展。让观众走进“水韵江
苏”，在这些作品中欣赏古典园林的韵味，体验

戏曲文化的深邃，
领略湿地生态的
奇观，体会淮扬美
食的精妙。每一
幅作品都承载着
艺术家的情感与
思考，反映出江苏
这片土地的灵魂与脉动，展示江苏在自然与人
文交融下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展览时间：2024年12月21日—2025年1月5日
展览地点：可一书店·可一美术馆

（南京市栖霞区杉湖东路9号）

本次展览汇集了来自全省各地的书法
优秀作品近90幅，涵盖了从古至今各个时
期的书法风格，每幅作品都经过严格评选，
不仅展现出参展作者们扎实的书法功底，也
反映了他们对书法艺术的深刻理解和独特
见解，体现出江苏书法艺术的深厚底蕴和创
新活力。今年是江苏省群文书法精品双年
展举办的第三届，该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聚焦时代主题，生动描绘壮丽辉煌的时代图
景，不仅为书法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学习和交
流的平台，更展现出本省广大人民群众踔厉
奋发的精神面貌，彰显中华审美旨趣，切实
发挥书法作品温润心灵、启迪心智、引领风
尚等方面的作用。

江苏省第三届群文书法精品双年展
展览时间：2024年12月10日—2025年1月10日
展览地点：南京市文化馆书画艺术馆

（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101号3楼）

江苏省青年书法篆刻“五书一印”六十家系列作品展——篆刻十家篇

江苏省青年书法篆刻“五书一印”六十家
系列作品展是一项旨在调动青年书家活力的
展览工程，包含草书、行书、楷书、篆书、隶书和
篆刻六个篇章，每个篇章遴选十位精英书法家
分别举办展览。本次展览作者为陈巧令、陈
维、毛洋洋、潘杨、陆晨辉、彭军见、胡毓、李宝
东、徐健和张祚乾。十位青年才俊以精湛的技
艺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共同呈现了一场高水平
的书法篆刻作品展，共计展出篆刻、书法作品
49件。篆刻艺术，刀刀见锋，字字情深，犹如

枯木逢春，沉静中蕴含生机。本次参展的十位
江苏篆刻艺术家在小小方寸之内尽显传统艺
术之美，他们风格各异、各有特色，刀法精细、
线条流畅，转折中皆显功底。

展览时间：2024年12月14日—12月31日
展览地点：养熙园

（南京市建邺区扬子江大道2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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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富春山居图的思考
——收藏的真义

□萧平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流传的经历，说到底
是一个个有关艺术品收藏的故事。不同的故
事，折射出不同的心态和人格。

第一类如沈周、董其昌、吴湖帆等，他们收
藏艺术品的目的是欣赏、研究、学习与借鉴。

沈周，为明代杰出的山水画家，“吴门四大
家”之首。沈周对于《富春山居图》的从有到
无，其态度是“思之不能忘，乃以意貌之”。他
凭印象追仿的《富春山居图》，完全出于对先
贤艺术的热爱，是继承与借鉴。沈周的《富春
山居图》，民国初被徐世昌收藏，徐的后人在

“文革”中被抄家，这幅画被送到了北京故宫
博物院。落实政策归还后，其子女将其送到
北京的拍卖会拍卖，徐邦达先生看到了，给中
央领导人写信，建议由故宫博物院买下收
藏。2011年曾被借展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晚明董其昌，富收藏，精鉴赏，是一位集大
成的书画家，是中国画“南北宗论”的倡导
者。他对元人绘画推崇备至。他得到黄公望
《富春山居图》后连呼“吾师乎！吾师乎！”这
样的痴狂，也只能是真正的画人才有的。在
董其昌之后的金陵大家龚贤，曾师于董，他在
古稀之年所作的画中说到王绂、沈周晚年以

“倪黄为游戏，以董巨为本根”时，也激动地发
出：“吾师乎！吾师乎！”的感叹，这里所反映
的，是画家对于艺术的不加掩饰的真诚。

吴湖帆是现代海派书、画、鉴藏大家，他得
到《剩山图》珍爱异常，对火焚的原作进行了

一定的修补和重新装裱后，亲自在包首题写
“画苑墨皇元黄子久富春山居图真迹烬余残
本”，珍藏于自己的“梅影书屋”，并对《富春山
居图》真伪是非的还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也
因此才有了现在这个圆满的会合。

第二类如吴问卿们，是对艺术品病态的占
有欲。他是爱的，爱得执着，也爱得痴愚，他
被缠缚得无法解脱，而缠缚他的正是一己之
私，其结果只能是导致对艺术珍品的摧残，不
能不让人扼腕长叹。

第三类是权贵者的心态，他们将艺术品当
作玩物或精神的附属，不仅贻笑大方，还可能
让艺术品蒙受另一种灾难。乾隆帝对于书画
的痴迷，并非真正出于艺术上的热爱，在很大
程度上是一种玩物的态度。他喜欢在书画名
迹上题跋、钤印，对书画珍品而言，这常常是
一种灾难。因为画家的创作，十分讲究画面
的虚实与位置经营。幸亏在真的《富春山居
图》进宫前，有了一件仿作《富春山居图》（子
明卷），否则，真迹《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
也必将成为他无病呻吟的题字消遣之处了。

今天的国人，对于艺术品的收藏，尤其是
古书画的收藏，无论是规模还是热度，大约都
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但这个热度中所
折射出来的问题，又不能不引起我们思考。

一是人们对于著录、出版物和权威的笃信
与依赖。如近年许多创纪录的高价书画都出
自《石渠宝笈》的著录。二是求大、求贵，或追
逐的皇族遗物。一件作品，有了皇帝的题跋
或印记，便身价百倍。其实有些印记和题跋，

恰恰是对于原作章法的破坏，显得极不和谐，
它所反映的只能是一种皇家对于艺术品霸道
的占有心态，是一种“俗”，与书画本身的高
雅、清逸的品质是相背离的。三是跟潮、跟
风，对于大名头、热名头的追逐。历来书画家
名头有大小之别、冷热之分。其实，大与小，
冷与热都是有时间性和相对性的。清初的八
大与石涛，他们的作品虽有很高、很独特的艺

术价值，但在清代并不为皇室所接受，清宫基
本没有收藏他们的画，仅有的一幅石涛墨竹，
还是因为有王原祁补画了坡石，由满族官僚
博尔都呈进的。因此，八大与石涛在尔后的
一二百年中基本被埋没，直到二十世纪初始
被重新发现，渐由冷变热。那么，艺术品收藏
的真正意义在哪里呢？我们会得出怎样的结
论？

本次展览共展出书刻作品48件，作品继
承与创新并重、个性与共性并存，各类风格取
向的作品均有妙造自然之美，呈现了当代刻
字艺术多元化的审美追求，集中展示了现阶
段南京刻字艺术的创作成果和整体水平，以
丰富多彩的创作形式、刀法精美的技法表现、
抒情达意的笔情墨趣，为书刻爱好者提供了

珍贵的学习交流机会，为广大群众奉上了一
份魅力独特的文化艺术大餐。

展览时间：2024年12月18日—2025年1月8日
展览地点：常州美术馆9楼1号厅

（常州市新北区锦绣路2号文化广场内7号楼）

水色江南——第二届江苏小幅水彩（粉）画展

“水色江南——第二届江苏小幅水彩
（粉）画展”共收到来自全国美术家的投稿作
品1584件，经过两轮严格评审，最终评出入
选作品76件，其中优秀作品20件。本次展览
汇集了省内外优秀的水彩（粉）画艺术家的精
品力作，这些作品用美的艺术语言与形式反
映对生活的真情实感，充分展现了水彩（粉）
艺术家们对生活的热爱和执着追求，发挥了
美术的审美价值和现实意义。艺术家们以细
腻的笔触、丰富的色彩和独特的视角，捕捉了

江南的万千气象和无尽风情，透过这些画面，
不仅能看到视觉的幻象，颜色碰撞的形状，更
能听到水流动的声响，纸呼吸的声音，以及由
这些交叠而出的梦乡。

坐观山海——祁恩进中国画作品展

祁恩进，中国当代著名山水画家。现为
江苏省国画院专业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中
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常务理
事、山水画艺委会副主任，现代工笔画院副院
长。他生长于素有“六朝古都”之称的南京，
这里深厚的历史底蕴，为其艺术创作提供了
充足的养分，也为他的艺术风格打上了雄浑
大气之中兼具清新儒雅的鲜明烙印。祁恩进
的山水画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青绿重彩山水
画领域，和他在水墨大写意山水中的创新。

前者追求的是天开图画般山光水色的辉煌壮
伟；后者追求的是山情水境“开拓万古之心
胸”的无言大美。此次展览，祁恩进亲自题写
展标并精选出近年来创作的78幅精品力作
以飨观众。

展览时间：2024年12月18日—2025年1月10日
展览地点：连云港市美术馆第一展厅

（连云港市海州区朝阳东路66号）

展览时间：2024年11月28日—12月30日
展览地点：南京市美术广场

（玄武区长江路101号）

与国同春——南京刻字艺术精品展

吴湖帆《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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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周《仿黄
公望富春山居
图》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