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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艺术传统是一条长河，那么造化
（亦即自然界）可比之高山，其本体有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资源，登临其巅，则千里之遥
尽收眼底矣！

俨少先生是位热爱大自然、注重游览的画
家。他早在二十六岁时就买地武康上柏，实
施隐居山林的计划。他认为，对画家而言，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者不可缺一。他还
把深入大自然的意义，归纳成十六个字：“扩
展视野，增强感受，提高意境，丰富技巧。”
（《陆俨少自叙》）他自二十六岁登黄山、天目
山，游长城，访云冈石窟，上妙峰山，览太行山
色始，直到八十二岁时还没有终止游览之
兴。可以说，对于大自然的兴味，伴随着俨少
先生的终身，正如他对艺术传统的志趣一样。

他在1934年北游归来谈其感受时说：“既
到实地观察，落笔就大胆，运用自如，少有顾
虑，不比尚未到过，只听人讲，或照相介绍，总
是心虚，落笔犹豫，胆子不大。”（《陆俨少自
叙》）这是用自然山川对于山水画传统的一种
印证。对画家来说，这种印证则是对传统的

一次再认识。经过这次认识，画家才能做到
心中有数，也才有踏实感。陆俨少居四川时，
有次到马家店市集，见集后平峦一带，“秋雨
乍晴，岚翠犹湿，白云红树，烂然如锦。因忆
恽南田有记黄子久《秋山图》一文，读之不胜
神往，而名迹久堙，结想为劳，及今忽见此景，
惊呼‘黄子久，黄子久’，恐黄子久犹有未到
处。一旦得之，引为快事，归后不能忘怀。”
（《陆俨少自叙》）岂止归后不能忘怀，他七十
六岁写《自叙》时竟作了如此详尽的描述，可
想是终生难忘的。这是妙境对于妙画的印
证，是一种神韵的吻合。如果不是经过陆俨
少这样通于传统和造化者的慧眼，这种惊异
的联想便难以产生。这种印证是需要基础
的，那就是画家对于艺术传统的丰厚积淀。

艺术的创造，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
发现，一是在传统中发现，二是在自然生活中
发现，这是更重要的发现。《陆俨少自叙》讲了
这样一个例子：1964年秋，“经歙县，在练江边
写生，一日下午约二时许，我看到山上丛林边
缘，日光斜射，显出一道白光，甚为好看，归与
西画家言及，说是轮廓光，我遂由此创为留白
之法。”只有深入生活才能有所发现，有了发

现又要善于运用，善于变化为中国画的法式，
这就形成了创造。创造绝非一朝而成，关于

“留白”之法，陆氏在自叙中又有详细的补充：
约在70年代中期，他在新安江舟中“临窗眺
望，新安江两岸，群山奔赴，连续数百里不断，
云气流转，时开时闭，瞬息万变，蔚为奇观。
得饫览云山之美，令人不能忘怀。归后我发
展了留白法，蜿蜒曲折，因势缭绕，创为新面

目。后来在井冈山，见云山绵邈，长林如带，
飞瀑四垂，清气流转，结合在新安江水库所见
雨景、歙县写生所见白光，互相补充，于留白
法，益臻完善。此种留出之白条条，既可表现
为光、为气，亦可表现为水流、为云走，画面上
似不可少此一物，览者自能辨之。”这段文字
清晰地说明了，陆氏留白法是在大自然的再
三启发下，发现、产生和完善、成熟的。

胸中一段奇
——《陆俨少精品选集》序：“高山极目”（一）

第二届江苏综合美术大展
展览时间：2025年4月26日—5月16日
展览地点：淮安市美术馆1、2、3、4号展厅，淮安市文化馆一楼展厅

作为江苏美术界两年一届的顶级盛事，
本次大展自启动以来便吸引全国美术工作者
踊跃参与。历经190天的精心筹备，278件艺
术佳作（含50件获奖精品）震撼亮相——从
综合材料、水彩粉画、漆画、壁画、艺术设计到
连环画、年画、漫画、插画，从宏大叙事到微观
哲思，美术家们倾心创作的作品题材丰富多
元，形式不拘一格，个性鲜明独特，制作精益
求精，为观众呈现一场无与伦比的视觉盛
宴。淮安市美术馆与文化馆倾尽全力优化观
展体验——专业的展陈设计、沉浸式的艺术

场景、配套的公共教育活动，力求让每一位观
众都能深度感知艺术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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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俨少作品

本次“迁想妙得——中国画作品展览”
以中国画为载体，会聚国内知名画家与宿迁
本地艺术家，涵盖山水、花鸟、人物等不同传
统绘画门类，通过“宿迁书画名家特展”“多
维中国画艺术欣赏新体验”“新生代艺术家
创作”等多个主题单元，力求从不同角度，系
统展现新时代中国画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
程中的创新探索。展览让观众在欣赏丹青

妙境的同时，感受中国画“以形写神”“气韵
生动”的独特艺术魅力，深入体会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2025·江苏省文联系统知识产权普法宣传书法邀请展
展览时间：2025年4月23日—5月7日
展览地点：李可染艺术馆（徐州市云龙区建国东路广大北巷16号）

在第25个世界知识产权日来临之际，
由江苏省文联主办，省文联事业部、省书协、
徐州市文联、徐州市版权局承办，全省文联
系统共同参与的“江苏省文联系统知识产权
普法宣传书法邀请展”在徐州举办。展览以
翰墨丹青为媒，开创性探索“法治+艺术”的
普法新路径，特邀江苏书法名家、13个设区
市书法家代表和徐州市书法家联袂创作。
参展的111幅精品力作，既呈现“铁画银钩”
的书法美学，更构建“笔墨载道”的普法长
廊，刚性的法律条文，通过篆、隶、楷、行、草
的笔法演绎，实现法律文本的创造性转化。

“迁想妙得”中国画作品展览
展览时间：2025年4月19日—5月20日
展览地点：宿迁市博物馆二楼展厅

宿迁市美术馆一楼和二楼展厅

该展览为文化和旅游部 2024 年全国美
术馆青年策展人扶持计划入选项目，以40余
个精选的原创图画书故事为核心，通过独特
的展陈设计，为观众打造一个融合艺术欣赏、
文化体验与亲子阅读的儿童友好型展览。展
览分为四大主题板块：“未知旅程”带领孩子
探索自我，“万物识光”展现自然奥秘，“老故
事新剧本”激活传统文化，“我的树洞”关注情
感需求。展览还特别设置了“然后呢，然后
呢？”儿童创作区、“阅读营地”亲子共读区和

“时光长廊”文献区三大综合空间，让图画书

从展品转变为连接亲子情感的纽带。江苏省
美术馆策展团队表示，希望通过这次展览，让
更多人看到中国原创图画书的蓬勃生命力，
感受其中蕴含的文化自信与艺术创新。

童乐园——中国本土图画书的原创之力
展览时间：2025年4月24日—5月21日
展览地点：江苏省美术馆1-2号展厅（南京市长江路333号）

该展由南京市博物总馆、上海市历史博
物馆、杭州博物馆主办，南京市博物馆承办。
展出宁沪杭三地馆藏170余件展品，从酒文
化、茶文化、咖啡文化三个方面，讲述江南文
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之路。一樽酒器，一
盏茶瓯，一杯咖啡，承载的不仅是饮馔之趣，
更映照出江南人精神世界的流转与坚守。透
过这些展品，观众可窥见江南文化如何以包
容之姿，在传承中创新，在交融中新生。此次
宁沪杭三馆以文化为纽带，构建跨域联动的

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让历史文脉在当代焕发
新生，为时代注入绵延不绝的文化动力。

此次展览展出新疆美术家创作的中国
画、油画、版画、水彩画等80余幅精品佳作，
同步开展“苏韵伊情・伊路有宁”文化润疆美
术座谈交流、采风创作等精彩纷呈的活动，为
宁伊两地文化交流、友谊互鉴再续华章。展
览中的作品恰是新疆这片土地的生动注脚，
画家们以敏锐独到的艺术视角，深深扎根于
生活，紧密贴近人民群众，用灵动画笔精准捕
捉新疆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每一个
高光瞬间。这些作品既是对新疆自然风光与
人文风情的深情礼赞，更是对新疆各族人民

团结一心、奋勇拼搏、携手共创美好生活的热
情歌颂。

“这边风景·新疆是个好地方”新疆美术名家作品展

展览时间：2025年4月22日—5月22日
展览地点：金陵美术馆三号展厅（南京市秦淮区剪子巷50号）

一杯江南——藏在杯中的三城三味
展览时间：2025年4月22日—6月19日
展览地点：南京市博物馆多功能展厅（秦淮区王府大街朝天宫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