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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数字字化化展展厅厅离离我我们们有有多多远远？？
坐在家中，打开手机或电脑徜徉于美术馆的

展厅中，通过点击标识，能够随意移步，或放大展
品，或多角度地旋转，这在图文信息快步发展的
今天成为现实。近日，山东美术馆虚拟展厅上线
试运行，“尼古拉·菲钦油画作品巡展”虚拟展厅
仅两天时间，已经达到2000人的参观人数，使观众
足不出户观大展。

足不出户看展览

技术上的运用可以弥补因空间、时间上的原
因而不能到场参观的遗憾。很多美术馆、博物馆
都设立了数字化展厅。目前，利用手机APP或登录
美术馆的官方网站，点击线上展厅，参观展览，发
表评论已经不是新鲜事。像中国美术馆，江苏美
术馆、今日美术馆、关山月美术馆等一大批美术
馆已经应用3D技术实现了观众在线观看、交流、
教育的功能。山东美术馆党总支书记柳延春介
绍：“虚拟展厅的上线是对传统展厅效果的一种
延伸，山东在这方面因技术上的欠缺，还有待提
升拓展，山东美术馆数字化展厅试运行是一个非
常好的尝试，上线参观人数之多也体现了人们接
受新事物的能力在不断加强。”

数字化展厅的展示从全国范围内看呈上升
发展的趋势。前些日子，“天地吉祥——— 纪连彬中
国画展”亮相中国美术馆，与此同时，由北京东联
盛世宝文化有限公司运营的云·3D展馆将所有的
展品搬到线上。据公司副总刘淑慧介绍，在这个
美术资源整合的时代，线上线下一体化，线上可
以将艺术家的作品推广的范围更广这样一种活
性的动态美术馆，。运用云计算技术，形成网络三
维立体的全景展示空间，使艺术家的作品尽情展
示、无限传播，为不能够到现场参观的观众带来
如临其境的观展体验。

亮出家底，让美术馆“活”起来

很多美术馆由于展厅面积及展览档期的限
制，很难将馆藏作品一一展示，加上人力物力及
保存条件的不足，大大降低了藏品面向公众的机
会。据调查，在2014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
中5700件藏品，首次展出的作品达到了58%，可见
藏品面世的机会相对不足。柳延春说：“数字化展
厅的运用，可以将馆藏的臻品拿出来与众多观众
分享，通过对每件艺术品的相关背景介绍，作品
内容解读，以及精神内涵的诠释等作出全面的数
据记录和分析。观众实地到访也未必能够了解相
关信息，在虚拟展厅中可以更加全面立体地向世

人展示。平常老百姓往常是很难看到美术馆、博
物馆馆藏作品，但是数字化展厅的上线，介绍馆
藏作品及历史趣闻，让具有历史的艺术作品不再
躺在库房中，而是成为活的艺术品，在成为永不
落幕展览的同时也将极大地丰富了艺术品的审
美功能。”

动态展厅更亲民

传统的美术馆是精英艺术的美术馆，不是所
有的艺术家都可以举办展览的，除了有一定成就
的艺术家，大部分人被排斥在外，数字化虚拟展
厅是真正艺术爱好者的狂欢乐园。为策展布展提
供更大的想象空间，特别是对现当代艺术及观念
艺术的展示，像行为艺术，装置艺术，映像艺术
等，必须要借助拍照和录像才能够保存其艺术形
式，在数字化展厅中，这种形式能够长久地保留，
不限次地被浏览。

当然，通过高端的技术记录艺术品的创作过
程也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复原艺术品的原貌，再现
一些场景。山东博物馆前些日子举办的圆明园特
展上，透过液晶显示、动画重现、互动体验等形
式，重现了清代皇家园林的昔日辉煌，复原出当
年圆明园十二兽首喷水的场景。其实，利用新媒
体技术，使得美术展览和活动受到普通民众尤其
是年轻观众更多的青睐，也成为越来越多专业人
士的思考，以一种更加形象的展示形式使其具有
深厚文化蕴意的艺术作品走进大众生活。

虚拟展厅扩大展品大众化

数字化展厅提供的种种好处，并不意味着要

替代实体展览，它是一种实体展览的补充与发
展，为一些不可能提供可能，打破了时间与空间
的限制，为艺术欣赏提供线上、线下更加完整的
体验。

电子版的作品图片，即使无限地接近于原
作，但是也无法与原作相媲美，九州书画商城总
经理刘京利说，尽管线上的图片逼真，细节可以
放大，但是不能取代作品本身，一幅画无论是笔
墨上的还是技法上在现场能够读懂更多的层次。
山东从事书画行业的方先生持同样的观点，艺术
品是需要去读的，需要和画家交流，才能够理解
得更加透彻，虚拟展厅的展示将扩大展品的大众
化。著名画家韩敬伟曾在韩敬伟师生创作交流会
上也谈道：“原作带给观众的震撼力是十分强大，
各种印刷品及其他形式的作品总会有所偏差，有
机会一定要亲临现场看原作。”但是随着数字化
模拟技术的发展，无限地接近于原作将成为可
能。

目前技术支持很重要，现在美术馆数字化展
厅和技术研发机构合作，后期技术支持的费用较
高，对推广有一定的障碍，这也是数字化展厅没
有全面普及最重要的原因。北京宣和文化CEO，
唯图艺术空间创办人冯建阁说：“在线展厅利用
技术的手段来弥补艺术空间上的不足，但是技术
上的研发成本很高，一般小的艺术机构无法承
担，更多的是实体与线上的一种结合。”目前较为
成功，单纯运营数字化展厅的云·3D美术馆由北
京东联盛世宝文化有限公司投资一千万完成的，
在设计过程中，还植入电子商务、微博、微视、微
信等当下最先进的内在内容和外在空间。相信随
着科技的发展在解决好技术性问题的同时，数字
化展厅的大众化普及将会指日可待。

青青未未了了画画廊廊
继继续续专专注注消消费费性性收收藏藏

调整后的艺术市场已经进入理性
收藏、大众消费时代，艺术机构也在根
据市场需求来不断调整经营策略。近
日来，青未了画廊推出一批观赏性强
的名家作品展，如已经结束的“禅境书
香——— 袁宗愈《心经》书法展”，刚刚于
本月8日开幕的韩坤平人物山水油画
展，以及6月份将推出的韩振刚、张文
华山水扇面展等，所展作品类型丰富，
且皆尺幅不大，非常适于百姓收藏。

油画描绘百姓熟悉的东方意象

近期在青未了画廊举办的韩坤平
人物山水油画展，共展出韩坤平近期
油画作品50余幅，涵盖了泰山意象、伟
人形象系列，展示韩坤平近两年对意
象油画艺术的探索和发展历程。不少
观众表示，画家以油画技法描绘中国
的风景和人物，用油画画出了百姓喜
爱的风景、仕女形象，并对中国山水画
创作风格也有一定研究，给人以较强
的趣味和装饰感。

长期以来，画家韩坤平在读书、学
习、绘画的摸索中不断体悟着绘画语
言的多样表达。其实，自从油画传入中
国，就已经开始了了本土化的历程。许
多中国的油画家早就致力于此，不断
融汇中国意象。当下，中国油画家已经
能够熟练地运用油画语言表达自己所
要表达的内在情感和思想观念，为韩
坤平创作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韩坤
平身为军旅画家，接受过正统美术教
育并有着主题性创作的经验，多年扎
实的实践过程使他逐渐选择转向了意
象油画的摸索，从2012年开始，韩坤平
开始突破原有的艺术程式，转向意象
表达，突出自己的个性。可以看到，他
的泰山意象以及一些中国风景中，已
经注意了传统中国画的构图、用笔和
气韵问题，而他的伟人系列作品也在
整体画面上采取了国画构图，更加凸

出画面主体、伟人精神气概，以质朴的
色彩语言将眼中之象和心中之象整
合，营造出空灵秀逸的意境。

扇面小品：
观众感受小画面中的大世界

此外，袁宗愈以《心经》为主题的
书法扇面作品，以及即将在青未了画
廊举办的韩振刚、张文华山水画扇面
作品展，都为观众呈现出一幅幅精美
小幅作品。据了解，我国历代书画家都
喜欢在扇面上绘画作图或书写誓词以
抒情达意，或为他人收藏或赠友人以
诗留念。由于扇面的形制特殊，面积比
较小，在小空间里进行谋篇布局，是对
很多书画家功底的考验，也让很多扇
面作品比普通形制作品更精致、更有
看头。所以，要在扇面中做到游刃有
余，书画家在创作时必须要布局精准、
技法娴熟，心思独到，一幅盈尺小品往
往能体现创作者在自然情态下的艺术
造诣和笔墨意趣，让观者体会小画面
中透视大世界。来自北京的韩振刚与
张文华两位画家，长期在中国画道路
上不断探索，二人的山水画作品有着
清新自然、厚重出新两种不同倾向，精
美的扇面作品，必将为观众带来赏心
悦目之感。

在大环境不景气的情况下，尺幅
小、总价低的作品越来越受到藏家的
喜爱。青未了画廊把脉市场，推出一
部分以扇面小品为主要内容的展
览，尺幅小，价格适宜，将为眼下艺术
市场和消费性收藏注入新活力。而省
外优秀艺术家精品的进驻,可以体现
不同学术声音,让更多不同风格佳作
进入山东市场,让观众发掘更多适于
自己收藏的作品。青未了画廊经过
严格筛选,选出一批具有投资潜力、水
平较高的艺术家精品,将为我省艺术收
藏再添动力。 （东野升珍）

商界有“富二代”,政界有“官二代”,
娱乐圈有“星二代”，作家圈里有“写二
代”,艺术圈里也少不了“画二代”。“画
二代”并不是贬义词,中国历来有“父子
相传，师徒相授”的继承特点，齐白石、
齐良迟父子,李苦禅、李燕父子，李可
染、李小可父子,傅抱石、傅二石父子,郭
味蕖、郭怡孮父子，潘天寿、潘公凯父
子,以及当代的靳尚谊和靳军，袁运甫
和袁加、袁佐，罗中立和罗丹，周春芽和
周褐褐，叶永青与叶甫纳等,都是艺术
家从事与父辈相关的艺术创作的现象。

父辈的滋养和光环,家庭的熏陶,
广阔的人脉,是这些“画二代”得天独
厚的荣耀与优势,他们有的高度继承
了父亲的艺术特点 ,继续在艺术圈

“大红大紫”,但思想的日益自由开放,
信息的多样摄入 ,也让一些年轻的

“画二代”逐渐在父辈的声望中勇敢
突围,从而在艺术上呈现出了自我本
色，这在我省便有多个典型案例。

青出于蓝

梁文博是画坛十分引人注目的人
物画家,他以一种温馨而亲切的感情,柔
和而自然的描述着平常而朴素的生活。
岳海波则热衷于对综合材料的探索与
研究，这拓宽了他在中国水墨人物画的
创作，大大增强了水墨画对现实描绘的
可塑性，笔墨与材料的结合也显示了中
国水墨人物画前所未有的表现力。宋丰
光、张锦平近年也联袂推出了一大批纯
美田园牧歌式的优秀人物画精品，他们
以自我纯净响晴的心灵和娴熟高妙的
丹青画笔，描绘着理想的心中家园。

与之相比,其孩子们的作品更显现
出了一种“小清新”。梁文博女儿梁逸蝉
的工笔画作品更关注自然中的花草虫
鸟,细腻的刻画诠释了自然的和谐音
调。岳海波女儿岳小飞，小时候便开
始画看报纸的姥爷,画织毛衣的妈妈,
显现了独特的绘画天分。她先后就读
于中央美术学院、英国伦敦艺术大学
切尔西艺术与设计学院,现任教于北
京服装学院。她虽然和父亲一样也画
人物,但她画的则是年轻人眼中最能
经常捕捉到的那种有点甜，有点萌的
娇滴滴的女孩子，散发着情感和浪漫
中的神秘与忧思。宋旸的绘画师承于

父母，但却也以一种单纯风雅的审美
趣味，来表达自己淡泊的生活心态和
一份属于年轻人的纯净味道。此外，
张洪祥儿子张淳大宝、韩玮女儿韩
潇，也都是青出于蓝，继承式超越父
辈的重要案例。

勇敢做自己

除了以上几位青年画家的突破，李
承志女儿李静，丁宁原子女丁雷、丁晓
东，于新生女儿于迪等，也勇于挥别父
辈光环，显现出自我的追求和挑战。李
承志上世纪六十年代从师黑伯龙先生
学画，孜孜于笔耕墨田三十余载，其作
品有浓郁的传统芳香和浓厚的生活气
息，又有强烈的时代感，是我省山水画
领域的一位佼佼者。其女儿李静却在山
水与人物画的结合中找到了自己的笔
墨语言，她的画里有重重叠叠的树,重
重叠叠的山，形态各异的现代少男少女
们徜徉其间，或聚或散,或站或坐，仿佛
在讲诉着与青春有关的故事。其繁复又
整体的画面显现了深厚的绘画功底，和
对人物生存环境、状态的独特思考。丁
宁原子女丁雷、丁晓东也在工笔人物画
创作中找到了“自己”，他们的作品都十
分重视画面中的精神呈现和心理表现,
以自己深刻的体验触觉,来表现内心的
情感和自己看待社会的方式。

于新生女儿于迪也画画，画宣纸蜡
彩画，画中国画，与父亲于新生一起创
作了《乡音》，成为第十二届全国美展入
选作品。但于迪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
更加侧重电影事业。她年纪尚轻，却已
是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编导，在多部
电影中担任美术指导，其参与创作的

《拾荒少年》还获得了第49届台湾金马
奖最佳短片创作奖等多个重大奖项。于
迪是我省突破父辈擅长领域，勇敢做自
己的一个代表。

无论是从研习父亲的创作开始，从
中汲取艺术的营养，结合自己的生活
阅历，最终形成自己特有的艺术风
格，还是不追随父辈，另辟蹊径，最终
试图完成对父辈的超越。这些都是

“画二代”们努力执著寻求自己语言
和生活方式的一种表现，他们年轻，
热血，知晓自己的人生方向，将来也定
会走出自己的一片新天地。 （贾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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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州宝鼎书画大厦60家画廊开业
暨“卢禹舜中国画邀请展”举行

（本报讯） 5月6日，青州宝鼎书
画大厦60家画廊集中开业仪式暨“丹
青丰碑——— 卢禹舜中国画邀请展”开
展仪式在青州宝鼎书画大厦隆重举
行。青州是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
书画交流中心之一。60家画廊集中
开业必将进一步巩固青州市书画之
乡的地位和成果，推动青州市书画
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同时，“丹青
丰碑----卢禹舜中国画邀请展”也
于当日开展，展出卢禹舜作品70余
幅，是对卢禹舜先生三十多年来艺
术成就和个人风格的总结与回顾，
展览将一直持续至5月13日。

“齐鲁三人行”书法展亮相泉城

（本报讯） 日前，齐鲁三人行“薛
伟东、张家祥、翟永华——— 书法精品
展”在济南趵突泉公园内沧园(王雪涛
纪念馆)举办，展期至5月20日。薛伟东
先生以草书见长、张家祥以章草见长、
翟永华先生以钟繇体见长，三人又对
诸体书法兼顾，可谓在书法学习和体
味中硕果累累。

刘文奇书法展于大家美术馆举办

（本报讯） 由山东大家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主办的“静水流深——— 书坛
大隐刘文奇书法展”将于5月16日至18
日在济南市东工商河路16号珠宝古玩
城3楼大家美术馆举办，届时将展出刘
文奇先生书法精品70余幅。

李岩中国画作品回乡展

（本报讯） 近日，归来的春
泥——— 旅日画家李岩中国画作品回乡
展在临沂市王羲之故居大伟美术馆开
幕，展出李岩工笔画作品60余幅。李岩
的画作在继承工笔画技法的同时，融
进了泼彩、日本画、西洋透视、素描和
插画等元素，创立了属于自己的艺术
语言，给观众提供了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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