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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远国画 《我们》 （2009）
冯远在《我们》中以六位坚实有力的农民

工的形象， 描绘新世纪中国建设者们的雄伟
之姿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作品大笔的挥
写使人物的结构肯定而明快， 从而使画面中
传递出欢快、明亮的情绪。冯远不是在描绘农
民工生活的艰辛， 而是将农民工视为国家建
设的主人， 从他们的姿态中可以让人们感受
到他们自信、坚定、勇敢、幸福和骄傲。

这些展品都是中国美术史上
颇具代表性的尝试

靳尚谊油画 《高原情》 （1986）
靳尚谊开创了中国油画新古典主义学

派 。 他对古典的回归 ， 既是面向欧洲的古
典， 也是面向中国的古典。 他溯至欧洲油画
的本源 ， 探寻着文艺复兴以来大师们的用
笔、 色彩及意境， 同时也将欧洲古典主义的
典雅、 静穆与柔和， 连同中国传统的美学观
念结合起来， 形成了其鲜明的新古典主义风
格。靳尚谊尤其擅长画人物，常常把人物置于
精心提炼的环境、道具、服饰、姿态设计之中，
无故作妍媸之貌，而刻画真实生动。他创作的
人物作品同时极具艺术品格， 通过洒脱的边
线处理 ，形体转换 ，明暗关系 ，创造和谐 、宁
静、具有雕塑感和厚重感的现实人物，形成一
种圣洁的崇高的美感。 这幅《高原情》可谓靳
尚谊代表作之一，与他最富盛名的那幅《塔吉
克新娘》同属塔吉克人物肖像画，体现出艺术
家对于理想审美的追求。

李伯安国画 《走出巴颜喀拉之七———歇息》
（1996）

李伯安 《走出巴颜喀拉 》 全卷高 1.88
米、 长 121.5 米、 具体描绘了两百多个神态
各异的藏族人民形象 。 全画共分 10 部分 ，
这一部分 《歇息》 以浓重而坚实的墨色， 干
湿并用， 描绘了几组正在歇息的人物形象。
李伯安没有描绘强烈的动势， 但饱满的人物
造型使整个画面中涌动着撼人的力量。 远景
中以大笔挥就的带有抽象意味的笔线， 使这
几组群像之间的空间关系被连接起来， 而藏
袍在整个画面中连贯不断， 使之有巴颜喀拉
山连绵不绝的感觉。 李伯安以惊人的毅力创
作 《走出巴颜喀拉》 长卷， 历时十余年， 直
至去世时尚未彻底完成， 最终倒在长卷前。
此画一经展出， 就震动了美术界。 这一史诗
般的巨作将 1990 年代的写实水墨人物画推
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田黎明国画 《在那遥远的地方》 （2001）
自 1990 年代以来， 田黎明一直在探索

中国水墨画的现代转型。 他突破了写实水墨
人物画的表现技法， 吸收西方印象派对光影
的表现， 拓展了中国传统的没骨法， 塑造了
澄澈透明的人物形象， 画面笼罩着朦胧的诗
意之美。 他的作品也是个人理想化的表达，
都市是拥挤的， 是喧嚣的， 是充满雾霾的，
但是， 他画中的都市是纯净的、 温暖的、 充
满阳光的， 他以清透空灵的笔墨表现一种过
滤过的纯净之美 。 在这幅 《在那遥远的地
方 》 中 ， 田黎明描绘了一位藏族的牧羊女
孩 ， 她倚卧在草原上 ， 羊群环绕着她的身
体， 远处的雪山和白云若隐若现。 尤其是她
身着的淡蓝色的藏袍 ， 仿佛是高原上的湖
泊———她的身体已经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令
观者无不感受到空间和形式上都在呼应着主
题： 在那遥远的地方。 当然， 画面中最显著
的莫过于田黎明营造的空气感， 女孩沐浴在
阳光之下 ， 在极为淡雅和细腻的笔墨空间
中， 展开了水墨画的精神性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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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2000种原版著作尽展科学之美
“千书工程”连续15年引进出版数学物理学等领域经典著作，影响了几代学者

本报讯 （记者许旸） 连续出版了

15 年 、 累计引进推出 2000 余种科学

领域经典图书的 “千书工程”， 日前在

北京集中亮相。 其中， 享誉世界物理

学界的费恩曼 《费恩曼物理学讲义》、
数学领域最高奖项沃尔夫奖得主斯坦

恩 《普林斯顿分析讲义》、 康威 《泛函

分析教程》 等科技原版著作均由世界

图书出版公司引进， 受到科技工作者

和爱好者喜爱。
“千书工程” 的作者均是国际知

名学者， 多为在数学、 物理学等相关

领域享有盛誉的科学家， 著作包括在

国内高校教学中被广泛使用的施普林

格 “数学研究生教材” 《代数》 《泛

函分析教程》 等一批经典教材和科学

专著， 影响了一代代科学家， 为我国

基础科学发展和科研人才培养做出了

贡献， 受到国内科教界的认可。 作为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2 年制定的科技

图书出版战略， “千书工程” 启动伊

始并不被业内看好。 中国出版集团副

总裁李岩介绍， 为解决国内科学研究

和 教 学 资 料 匮 乏 的 困 难 ， 出 版 方 自

1986 年 就 开 始 影 印 出 版 海 外 科 技 图

书 ， 2002 年启动了志在 10 年内引进

出版 1000 种科技图书的 “千书工程”。
曾经一段时间， 出版外文影印图书因

利润低而相对冷门 ， 但 “千书 工 程 ”
坚守初心， 始终聚焦这一领域， 迄今

累计推出数学 、 物理 、 力学 、 化 学 、
金融、 经济等十几个学科的图书。 北

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研究员

苗长兴说， 他培养的十几位博士之所

以 大 多 数 都 活 跃 在 国 际 数 学 舞 台 ，
“追根溯源 ， 离不开对这些经 典 著 作

的研读 ”。 物理学家曹则贤以 《李 群

在 微 分 方 程 中 的 应 用 》 一 书 为 例 ，
“去四川旅游时还背 在 身 上 ， 对我影

响很大”。
从这套丛书中也不难发现， 许多

国 际 知 名 的 数 学 家 ， 同 时 也 在 物 理

学 、 前 沿 科 学 等 多 学 科 领 域 颇 有 建

树。 曹则贤以数学家、 物理学家彭罗

斯为例， 他在人工智能方面同样有远

见， 比如彭罗斯在 《思维的阴影》 一

书中谈到很久以前开普勒提出的一个

问题， 就是 “家里铺的地砖为什么不

是正五边形的”，“1974 年，彭罗斯根据

这 个 问 题 往 后 退 了 一 步 ， 他 从 纯 正

五 边 形 地 砖 铺 地 板 为 突 破 口 ， 谈 及

有 关 五 次 对 称 性 的 数 学 游 戏 。 十 年

后 的 1984 年 ， 冶 金 学 家 就 在 铝 锰 合

金里发现了一些物质具有五次转动的

对称性， 并就此开展了一门新的学科

研究 。” 曹则贤说 ， “千书工 程 ” 带

来的启发是， 经济学、 数学、 材料科

学等知识是可以融会贯通的， “真正

好的科学家， 脑子里不会为自己设置

界限”。
据悉，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计划在

“千书工程” 的基础上， 今年启动 “科
学经典” 出版工程， 扩大引进科技原

版图书， 并择优翻译出版。

一把传世宝刀，
解开古代东亚文化谜团

日本史学泰斗宫崎市定晚年力作
《谜一般的七支刀》上市

日本石上神宫重宝 “七支刀” 与东

洋史有着密切关联， 是日本古代史上无

法避开的重要问题。 近日， 日本历史学

家、 汉学家宫崎市定在东亚史领域的力

作 《谜一般的七支刀———五世纪的东亚

与日本》 中译本面世。 通过对刀身铭文

的解读， 宫崎市定纠正了前人研究中的

许多谬误， 无限逼近了七支刀秘密的真

相———这一发现几乎足以改写日本史。
该书以时间为线索梳理了明治、 大

正、 昭和三个时期七支刀的研究现状。
宫崎通过严谨推演， 对以往的释读和断

句提出异议， 以自己的方式成功解读了

全部刀身铭文 ， 这在学术史上 尚 属 首

次。 他将目光由日本国内扩大到整个东

亚世界， 试图从中寻找长文刀铭的根源

所在———滥觞于中国华北的长文刀铭在什

么历史背景下传入日本？ 全书六章内容从

传奇的七支刀切入， 结合对五世纪东亚国

际形势的鸟瞰式观察， 不仅对七支刀诸

问题进行了全面解答， 也勾画出一幅波

澜壮阔的五世纪东亚世界全景图。
曾获有 “汉学诺贝尔奖” 之称的儒

莲奖、 日本学士院奖的宫崎市定， 是京

都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 ， 其著 述 以 权

威、 厚重， 却易读、 好懂的笔法被广为

阅读和引用。 日本著名作家、 日本古代

史学者松本清张称此书为 “千古不易的

铁案”。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学锋

指出， “五世纪东亚世界的脉动因此跃

然纸上， 这是一个视野广阔、 学养深厚

的东洋史研究者独具的慧眼。”

笔墨含情，丹青为引 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
中华艺术宫新辟“江山如此多娇———当代中国美术的文心与诗意”常设展引发关注

今年时值改革开放 40 周年。 近日中华艺

术宫 49 米层新添一个常设展， 名为 “江山如

此多娇———当代中国美术的文心与诗意”， 以

艺术作品 折 射 时 代 变 迁 ， 致 敬 改 革 开 放 40
周年。

展览为期两年， 以中华艺术宫的藏品为

主， 梳理 1978 年至今的中国艺术发展历程。
作 为 艺 术 叙 事 的 ， 是 102 位 艺 术 家 创 作 的

110 余件作 品 ， 涵 盖 中 国 画 、 油 画 、 版 画 、
雕塑、 水彩、 装置艺术等多个门类， 由此铺

展开集活跃的艺术观念 、 纷繁的创作手法 、
多元的作品面貌于一身的繁荣景象。 此次展

览的策展人、 中国美术馆展览部主任裔萼坦

言： “1978 年以来的当代中国艺术始终与中

国的社会现实密切关联。 这些作品共同见证

着当代中国因开放而生机盎然的氛围， 当代

中国人昂扬而富于朝气的风采。”
“希望借由这样一次有着系统性研究 、

策划的展览， 向观众展现中华民族在走向伟

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
艺术家笔墨间的自信和自觉， 也正是今天中

国人所处时代的思想语境。” 中华艺术宫执行

馆长李磊告诉记者。 在他看来， 面对这样一

个伟大的时代， 中华艺术宫应该展示和传播

一种文化自信， 通过有温度、 有情感的艺术

创作， 与时代对话、 与世界对话。

皴染时代侧影 ，“现实之情 ”
触人心弦

改革开放以来， 人们切身经历的那些翻

天覆地的变化， 凝结在了艺术家们留下的视

觉图像间。 裔萼告诉记者， 这 40 年来的中国

艺术始终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着相同的脉

动 ， 尽管从 “伤痕美术 ” “乡土现实主义 ”
到 “85 新 潮 ” 再 到 “新 写 实 ” “新 古 典 ”
“新水墨”， 涌现出纷繁的流派， 但这些作品

均贴近现实， 所呈现出的深厚人文内涵和浓

郁生活色彩值得关注。
建设者们成为此次展览不少作品的主角，

其间映出时代变迁的侧影。 比如， 冯远在国

画 《我们》 中以仰视视角刻画了六位农民工

形象， 画幅荡涤着一种纪念碑式的气势； 郑

艺绘制油画 《炽心已飞》， 将一位仰面豪歌的

农民置于蔚蓝涂就的天空背景之下， 营造出

明快的视觉体验。 艺术家们采用的创作手法

各不相同， 画中的建设者们或意气风发或豪

情满怀， 洋溢的都是时代风采。
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都市化进程的

日益加快， 人们在都市生活中的境遇也成为

中国当代艺术新的表现主题。 在田黎明创作

于 1996 年的国画 《都市男孩》 中， 澄澈透明

的笔调让画面洋溢着都市生活的温情与闲适。

陈连富以青铜雕塑而成的 《咖啡的味道》， 散

发着的不仅是香浓的咖啡香， 还有时尚、 优

雅的现代生活气息。 就连都市人的无根感与

焦虑感也被艺术家敏锐地捕捉到了， 刘庆和

即以极富个性的表现性水墨精微地触碰都市

人的精神世界。
亮相展览的这些创作， 甚至还让人们看

到 40 年间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艺术化呈现。
周京新宽达 3 米的 《战洪图》， 是在为 1998
年数百万军民众志成城抗洪抢险的气魄和事

迹立传。 骆根兴 《存在·北川》 以有力的油画

笔触定格下 2008 年汶川地震期间中国人民解

放军赴灾区救灾的情景， 反映中国人的不屈

和坚强。

融汇中西的尝试背后， 是文
心与诗意一以贯之

40 年间开放的时代氛围， 为艺术的创作

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 饶有意味的是 ，
这段时间的中国艺术在接纳了越来越多的艺

术思潮之后， 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 凝

练出的文化气质一以贯之， 那便是如此次展

览名称所概括的 “文心与诗意”。
展览呈现出的还有一众国画家的探索 。

很多人都在借鉴西画手法， 或以西式的取景

方式， 或以现代构成式的章法， 最终营造出

来的， 却都是中国美学中诗意盎然的理想之

境。 刘巨德画 《后草地》， 试图将西方抽象艺

术与中国传统的写意精神相融合。 画面中的

草地看上去颇似梦境 ， 锦鸡栖身在草丛中 ，
身上羽毛的花纹与草丛的颜色融为一体， 这

其实是艺术家的家乡内蒙古的一片草原， 画

中 浸 润 着 他 对 家 园 的 思 念 。 张 桂 铭 笔 下 的

《夏塘》， 也早已不是传统的花鸟画， 驰骋着

幻想的线条和色彩， 与现代抽象绘画很是相

近， 静与动却又交织出一种禅意， 那是典型

的东方审美。
再观这些年中国油画家的尝试。 他们不

再将 “中西融合” 停留在形式的层面， 而是

将西方油画的观念、 技巧和中国画的美学观

念和笔墨意识相结合。 裔萼告诉记者， 这在

油画风景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比如， 吴冠

中、 朱德群的油画， 将西方的现代艺术的抽

象性与中国艺术的写意性相结合， 高度提炼

后呈现一种充满韵律的形式美感 ； 苏天赐 、
陈钧德的油画以诗意与写意的笔法表现自然

风光， 作品犹如无声的抒情诗。 “这些作品

改变了传统油画以明暗体面和补色关系为主

的造型技巧， 代之于中国山水画的意象造型，
充分表现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和东方神韵 。
中国油画在文化精神上向本土回归的努力 ，
体现了油画家在语言上试图摆脱西方的影响，
并且表达了他们在全球化语境下对自身文化

命运的深刻思索。”

■本报记者 李思文

■本报记者 范昕

①施大畏 《皖南事变》。
②王岩油画 《黄昏时寻找平衡的男孩》
（1989）。
③朱德群油画 《静》 （2005）。
④靳尚谊油画 《高原情》 （1986）。

（均展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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