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月末，中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杨绛先生去世，引发
人们的追思和缅怀。早年，杨绛在丈夫钱钟书去世后，全身心投入丈夫手稿
书信的整理工作，让读者全面系统的了解一代文学大家对中外文学的研究。
如今，钱钟书夫人杨绛也与世长辞，文化界名家们身后的文脉精神如何再
续，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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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讯

■可敬：

名家遗孀留住文化记忆

文化界名家们的作品、
手稿、笔记等资料记录了其
在各自领域的成长经历，从
中可以领悟他们几十年如一
日的治学精神，不仅具有重
要的文献价值，更具有催人
奋进的精神动力。像是一代
文学大家钱钟书饱读诗书、
学识渊博，他的手稿、中外文
笔记多达7万余页，涉猎题材
广、数量多、内容丰富，但其手
稿历经岁月磨砺，纸张大多发
黄变脆，有的甚至模糊破损，
字迹难辨，如若无人整理必将
淹没于历史长河，在这种情况
下，杨绛晚年全身心投入到钱
钟书手稿书信整理工作中，最
终出版发行《钱钟书手稿集》，
展示了钱钟书毕生所学、所
思、所悟，是留给后世丰富而
珍贵的研究资料。

国画名家徐悲鸿去世
后，其夫人廖静文用大半生
的时间来整理、推广徐悲鸿
的作品与收藏。她建立了以
徐悲鸿故居为基础的徐悲鸿
纪念馆，成为新中国第一座
美术家个人纪念馆，将徐悲
鸿先生的大量作品和收藏陈
列于世，并到各地展览展示，
还将徐悲鸿留下的1200余幅
作品、收藏的1000余幅历代著
名书画作品以及图书、图片、
碑拓等万余件全部捐赠给国
家。廖静文这一举措让更多
的人感受到徐悲鸿对艺术的
挚爱和贡献。另一位国画名
家李可染去世后，夫人邹佩
珠成为李可染艺术的传播
者，她在国内外策划举办李
可染艺术的大型展览和学术
研讨活动，出版了数十种李

可染画集和刊物，将数十年
精心保护的李可染的两百余
件作品捐献给国家。更为可
贵的是，邹佩珠几乎整理和
保存了所有关于李可染的文
献和史料。在她的协助下，这
些资料被整理成《李可染论
艺术》，成了后世专家学者研
究李可染艺术的第一手资
料。

■可鉴：

伉俪佚事看拍场真假

正是有了像杨绛、廖静
文、邹佩珠等一大批具有文
化使命感的名家遗孀，人们
才能更直接地认识这些文化
界名家，更全面、更深入地研
究他们在文化、艺术上造诣。
不仅如此，她们与丈夫们之
间的生活经历、趣闻轶事更
为遗留下来的作品增添了鉴
真假的参考价值。

随着近几年拍卖市场上
书画名家作品价格的飙升，
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下，
名家伪作泛滥，像是李可染
的山水画在拍卖市场备受藏
家青睐，特别是因其数量稀
缺，频频拍出过亿元的天价
作品，这使得李可染的假画
也有愈发泛滥的趋势。其夫
人邹佩珠生前就曾指出，李
可染一生创作的画作应不超
过2000幅，但目前已经有近两
千幅署名李可染的画作参与
拍卖，以此推断，当前市场上
流通的李可染假画数量不在
少数。有些李可染创作的精品
佳作，像是《井冈山》等作品，
其背面还有李可染夫人邹佩
珠亲笔签名，也成为藏家鉴别
其真伪的手段之一。在艺术品
市场中，徐悲鸿的作品高价频
现，由于市场混杂，也不乏作

伪现象。徐悲鸿一生创作并保
留下来的真品数量稀少，1200
余件作品藏于北京徐悲鸿纪
念馆中，只有少量真迹流转市
场。廖静文曾说，徐悲鸿一生
为自己画过许多画，但凡自己
喜爱，便会为自己题上名字，
所以，徐悲鸿的很多画作里都
写了“爱妻静文”字样。而谈到
如何鉴别徐悲鸿画马作品的
真伪，廖静文在生前曾提到，
徐悲鸿画马，一是“精研其结
构”，准确把握马的每块肌肉
与骨头，捕捉瞬间动态；二是

“细审其神情”，源于印度之
行后对马更细微的观察。“悲
鸿画的马腿比其他画家所画
的都要长，但观者会觉得夸
张得恰到好处。”此外，廖静
文还曾在采访中透露，徐悲
鸿从来不用现成的盒装墨汁
和宿墨，每次作画前都是自
己帮其研磨。用纸也讲究，最
差也是在皮纸或高丽纸上作
画，这一点区别于他人。另
外，徐悲鸿画上题字很少，且
都在最边上。这不妨成为藏家
鉴定作品真假的参考依据。

■可期：

文脉如何再续“前缘”？

文化界名家离世之后，
遗孀在为其手稿、笔记、作品
等整理传承中起到关键作
用，如今，随着时光流转，他
们的夫人也渐离我们，之后
的传承工作到底应该如何进
行？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看
到一些文化界的老先生们，
到了晚年身体健康状况不
佳，有很多来不及整理其一
生的研究成果。去世后，有些
人的妻儿们并不了解其研究
的文化价值，加上手稿资料
等管理不善、损坏严重，使得

毕生心血付之东流，文脉的
延续最终断档，这是十分可
惜的。如何抢救、保护、利用
这些手稿、作品等，任务迫在
眉睫。

北京画院副院长、北京
画院美术馆馆长吴洪亮指
出，“像是杨绛、廖静文、邹佩
珠诸位先生，他们对中国文
化具有极高的责任感，这一
点是毋庸置疑的，他们所作
的文化传承、推广工作也是
无可替代的，但美术馆、博物
馆等相关机构在传承对国
家、民族有深远意义的物质
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与
个人相比更具专业性，能够
发挥各方合力，更为系统的
进行保存、整理、创作、研究
工作。众所周知，北京画院保
存了齐白石作品与遗物2000
余件，是中国乃至世界收藏
齐白石作品最多的机构，但
保存仅是最低级的传承，传
承更需要有深度的挖掘与推
广，如今，我们在北京画院美
术馆做了四十多个20世纪美
术大家系列展，从先前的齐
白石再到李苦禅、周思聪等20
世纪的美术大家，通过个案
勾勒全景，引发大家对文化
的思考。”山东中国文学艺术
博物馆馆长徐国卫也表示，
许多文化界名家从事了一辈
子创作、研究工作，手稿、笔
记及其保留下来的作品等具
有极为重要历史和文化价
值，如若在家人同意的情况
下捐献给美术馆、博物馆或
者是档案馆，委派专业人员
协助整理，或者鼓励社会上
的专业学者利用学校等教育
机构参与研究并开展保护工
作，无疑更有利于激活其深
层价值。 （刘莹莹）

文文脉脉传传承承中中的的““夫夫唱唱妇妇随随””

潍坊寒亭拥有山东最大
的木板年画产地杨家埠，画家
于新生祖籍便是这里，虽然并
不是土生土长，但小时候免不
了经常回老家探望亲友，那时
候农村的民间年画普遍而常
见，也十分讲究：大门口贴门
神，有辟邪之意；贴在炕头上
的炕头画一般都是伦理教育、
传统故事、生儿育女题材的，
寓意祈福纳祥，老者的屋子贴

上寿星，祈求长寿；妇女儿童
的屋子贴上童子，保佑儿女平
安……民间年画是老百姓自
己的艺术，具有最原本化的审
美追求，是人们生活需要的一
种表现形态，表现方式直接而
大胆，颜色鲜艳而纯粹，儿时
的于新生对这些民间年画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耳濡目染下
会时常临摹一些，这对他日后
走上绘画道路也具有一定的

启示作用。在于新生看来，民
间年画在空间处理上是二维
的，只有高和宽，单纯简约；在
线条处理上基本是直线和弧
线，没有复杂的组合；色彩处
理上采用红黄蓝等原色和间
色，通过打散的小色块形成灰
色调子，纯净却又不显得单
调。总的来看，是单纯之中却
有丰富多彩的表达。

十年动乱期间，民间年画
被看做是所谓封建的、落后的
产物，一度被销毁和打倒，甚
至销声匿迹。直到上个世纪70
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现代绘
画形态进入中国，并对中国绘
画产生了巨大影响，西方现代
派绘画与之前对中国绘画影
响深远的俄罗斯写实油画完
全不同，它将现实对象转换成
具有形式感的画面，是抽象性
的表达，这引起了专业画家们
的关注，他们致力于在中国绘
画形态中寻找与之相近的门
类，通过研究发现，民间美术

中变形、夸张手法竟然与西方
现代派有相似之处，于是民间
年画再度被重视起来，以潍坊
为中心在山东自上而下发动
了一场“山东年画晋京展”，于
新生作为县里的文艺骨干被
推荐参加了展览，从此便开始
了深入研究民间年画的道路。
自第六届全国美展开始,五年
一届的全国美展于新生已连
续参加了七届,其中有五届获
奖 ,十一件作品入选，除去入
选的年画作品，仅获得美展奖
项的就有三部年画作品：《农
家新居》获得第六届全国美展
铜奖，以年画形式创作的《中
国古代寓言》(连环画8幅)获得
第八届全国美展最高奖，《吉
祥腊月》获得第九届全国美展
银奖。于新生认为：“虽然不能
以全国美展是否入选、获奖来
评价一个画家的艺术水准，但
是从这三十多年的美展创作
过程来看，民间年画确实在自
己的创作生涯中占据了很重

要的地位，和民间美术具有很
深的情结。”

随着对民间年画思考、研
究的深入，于新生从1983年开
始将注意力从年画这一个方
面扩展到剪纸、刺绣、雕塑等
整个民间美术的关注，并开始
考虑寻找民间美术造型形态
与中国古代艺术最本源的表
现方式之间的联系，希望通过
民间美术来揭秘、研究古代美
术，并从1999年开始着笔，初
步完成了30万字的《龙文化图
形原本还原》初稿，单从这一
点来看，民间美术不仅对于新
生的绘画道路产生了重大影
响，更是影响了他对中国文化
历史渊源的思考，通过多年的
研究，于新生更加清晰直观地
揭示了从远古到现代美术形
态的发展状况，希望他的研究
成果能够及早公布于世，让我
们有更好的、更多的途径去了
解现代不同的美术形态出现
的历史脉络。 （刘莹莹）

单单纯纯之之中中求求丰丰富富
于新生谈民间年画创作

▲飘香时季（局部） 于新生

山艺美术学院2016届毕业

生优秀作品展开幕

(本报讯) “琢玉成器———
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2016届
毕业生优秀作品展”于6月5日在
济南市美术馆开幕，将展至6月
15日。参加展览的200余件作品
是从研究生和本科生的近千件
毕业创作中精选出的优秀作
品，涵盖国画、绘画(油画、版画、
壁画方向)、雕塑、实验艺术、美
术教育八个专业方向，是山东
艺术学院美术学科的教学成果
展示。

此次毕业展是一个展示、
评估、检验、交流、互动的平台，
对于促进艺术创作交流，创新
艺术理念，提升山东艺术学院
美术教学水平，将具有积极的
促进作用。

刘春冰作品

将亮相汤湖美术馆

(本报讯) 6月8日—28日，
“美在其中——— 罗彬、毛宗泽、刘
春冰作品展”将在湖北武汉汤湖
美术馆举办。本次展览的三位艺
术家在传统的笔墨与当代观念
碰撞中，各自求索，创作中输入
了新的语言和样式，使中国水墨
人物画有了一缕阳光。

刘春冰，1963年生于武汉，
现任湖北省美术家协会副秘书
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
一级美术师，湖北省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

李念峰《动觉构成》出版

(本报讯) 日前，李念峰所
著《动觉构成》由山东美术出版
社出版，该书的问世结束了形态
设计的静止观念，并使以往设计
中象征性的生命特征变成真实
活动的生命元素。本书的学术支
持者来自国内外60所大学。近
期，中央美术学院肖勇教授召集
国内外专家将在北京举行此书
的学术研讨会及首发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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