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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篆刻

中国现代设计思想的发端 都与西子湖畔的这所学校有关

“设计东方”回望中国美院88年设计之路
记者 孙乐怡

中国现代设计思想的真正发端，与杭州、与中国

美术学院这所学校息息相关。从图案学到东方设计

学，从参与1929年“西湖博览会”到服务2010年上海

世博会，中国美术学院的设计学科经历了曲折而辉煌

的历程，孵化哺育了中国的设计学科。

对话先贤 和谐融汇 善营智造

11月19日—12月6日，中国美术学院“设计东方·
中国设计国美之路”大型学术展在南山校区美术馆展

出。本次展览全面、系统、准确、形象地展示国美设计

之路，集历年校史研究之大成；凝炼国美设计之路的

典型性和代表性，凸显中国现代设计思想、设计教育

的主线；全面呈现中国美术学院设计学科的整体实力

与水平，彰显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和影响力。

今年适逢中国美术学院建校88周年，而设计学

科 88 年的历程不仅是一个学校学科建设的发展历

史，也是中国现代设计发展的缩影。本次展览首次展

出了很多珍贵的资料，对于认识、研究中国设计学科

的发展历史，进一步推动中国设计学科的建设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在讲话中对中国设计教

育88年历史中先贤和先师们的舍身创业、矢志不移

深有感慨。先贤先师的学术思想潜流在艺专和后来

的美院学脉中，代代传承，虽历各种体制变迁、时事磨

难，却从未沦没，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发展壮大。

许江同时表示，中国美术学院在新世纪的发展中承

天地之心、维先师之命，跬学术之脉、开时代之风，提出

设计东方学的建构。让设计的思考重回生存之链的整

体，提出以“和谐融汇、善营智造”为核心概念，以“善、

和、智、融”为美学特征，以“生活织造、综合营造、文创制

造、自然融造”为发展策略的东方设计系统观的思想。

四大亮点 肩负着责任与担当

“中国设计教育的开创者”，“东方设计体系的构

建者”，“当代生活美学的倡导者”，“国际文创智造的

拓展者”，是美院本次展览的四大亮点，展览分为匠心

文脉、道生悟成、践行会通、东方设计四个板块。

一楼圆厅展出的“匠心文脉”板块，是设计国美之

路的历史篇，展示中国美术学院设计学科发展的脉

络。展览以年表的形式，配以精选的历史图片，精细

勾勒1928年以来中国美术学院设计学科的主要历史

发展期和重要事件，涵盖1928－1949年的图案时期、

1949—1976年的工艺美术时期、1979年至今的现代设

计时期。林文铮、刘既漂、陈之佛、斋藤佳三（日本）、

雷圭元、钟敬文、庞薰琹等多位先贤的筚路蓝缕开拓

中国设计的足迹，以及中国美术学院20位名师继承

先贤的愿望立足东方文化开展育人和学科建设的成

果在此呈现。

一楼方厅“道生悟成”板块为设计国美之路的教

育篇，浓缩了中国美术学院设计教育走过的悠久与

辉煌的历程。88 年来，学校的设计教育始终以促进

民族振兴、国家发展为使命，以学术研究为根基，以

社会需求为导向，突出实践水平与应用能力，培养了

一批又一批设计人才，为中国高等设计教育书写了

鸿篇巨章。

二楼“践行会通”板块为设计国美之路的实践

篇，分为“1928－1949 年中西汇流”、“1949-1976 年

古今交融”、“1979-1999年时代力量”、“2000年至今

世纪引领”四个阶段，从宏大的城市到乡村景观；从

建筑组团到家园聚落；从智慧家居、时尚服饰到精

微的器物……展览以案例和图片的形式介绍了自

1928 年建院以来，设计学科承担或参与的重要设计

项目，展现国美设计力量积极汇入社会实践、经济

建设的担当。

“东方设计”板块为设计国美之路的特色篇，展览

通过图文和视频从学术理路、学科建设、世界之林三

个方向展示了从建校初期的图案系到当今设计艺术

学院的发展历程，设计学科建设的特色。呈现了“东

方设计十案”，集合了学校设计学科教师近年来主持

的部分设计实践项目来展现“东方设计”魅力，表达了

对东方艺术价值观、设计观视野下设计教育、学科建

设的展望。

殷殷传承 树立东方设计学的正旗

与此同时，“东方地平线——2016年全国设计教

育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设计教育专业委

员会年会”在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民艺博物馆国际

学术报告厅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兄弟院校与业界

的300余位学者专家共同观摩并深化讨论东方设计

与中国设计的前沿问题。

11月18日在民艺博物馆开幕的“中国现代设计

巨匠:雷圭元特展”同为献礼美院88周年华诞之作，展

出雷圭元与研究、与教学密切相关的设计及绘画、手

稿，出版物，国立杭州艺专时期（约1934年）、国立艺

专时期（约1946年）的图案系学生作业也是首次对外

展出。

近年来，中国美术学院“国美之路”大型学术活动

已先后梳理了国画、版画、书法、雕塑和油画等学科，

这次的“设计东方·中国设计国美之路”于2015年12

月全面启动，成果汇集成4本相应的文集——《匠心

文脉》《道生悟成》《践行会通》《东方设计》，并整合成

一个大型的文献展览。

中国美术学院国际设计文献中心于11月19日成

立。作为我国第一个国际设计文献中心，它的成立将

为我国的设计教育、展示、研究以及设计类博物馆的

发展提供源泉。

记者 郑成航

11月23日下午，由浙江美术馆主办的“且饮墨沈

——纪念王茝孙诞辰130周年书画展”正式开幕。在

开幕式上，浙江美术馆馆长斯舜威评价王茝孙的艺术

道路，具有鲜明的“海派”特色，展出的这批书画具有

较高的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为浙江美术馆研究“海

上画派”提供了难得的资料。然而，得到业内如此好

评的书法和画作，其创作者的名字对于绝大多数人来

说却有些陌生。为此，记者专门采访了浙江省书法家

协会副秘书长、西泠印社理事王义骅先生，他既是本

次展览的策展人，也是王茝孙先生之孙。

王义骅策展的初衷，就是为了让世人重新发现、

认识祖父的生平和艺术。王茝孙先生生前主要在上

海生活，从事文秘、译员等相关工作。先生以书画为

副业，与海派大师王一亭志趣相投，当时“沧浪外史”

与“龙白山人”（王一亭）并称“商界南画文化二王”。

解放后，先生年迈体衰，一直深居简出，逐渐被人所淡

忘。即使在海上画派的研究专著中，也只有寥寥数语

提及。王义骅作为先生的后人，又是家族中唯一一名

艺术工作者，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了策展的重任。“作为

后辈，我让大家了解祖父的艺术成就；我的家族大多

都在上海，只有我父亲和我这一支生活在杭州，拥有

更好的资源和环境。”

对于策划祖父的这场展览，王义骅不遗余力，他

向各个王氏家族的后人征集祖父的作品，共收到四百

八十多件。经过王义骅的精心挑选，其中一百多件具

有代表性的作品得以展出，并编成作品集。“我尽量选

择祖父不同年代的作品，希望可以呈现出他一生艺术

道路的全貌。”这些作品中，以绘画为主，风格多样，题

材全面，包括花鸟、山水、四时景物等，多以阔笔写意，

生动自然、磅礴凝练、设色雅逸。“祖父的绘画风格很

浑厚，用笔老辣，注重意境的表现，这是传统中国画重

‘意’的思想。他虽然不是海上画派的主力军，却拥有

职业画家的专业水准。当代的国画似乎更注重‘形’

的把握，而忽略用笔用墨的‘意’。这或许是祖父的画

作在今天展出的另一种积极意义。”作为书法工作者，

王义骅对祖父的书法也很推崇，尤其是几件扇面书

法，堪称高妙。他认为，如果没有这样深厚的书法功

底，祖父的绘画也难以达到如此的高度。展出作品

中，有60件将捐赠给浙江美术馆。这些作品经过浙

江美术馆的两轮评估，最终得以入藏。

由于王茝孙先生名声不显，王义骅并不满足于策

划一场单纯的书画作品展，他搜集了祖父生前用过的

文房用品、画稿等实物，编纂了先生的生平年表和前

人的评价，在展厅一并展出，使得展览更具有一种纪

念意义。“今年是祖父130周年诞辰，这次展览祖父的

作品在国内第一次集中展出，完成了我和我们家族的

一个夙愿。”

沧浪有痕，且饮墨沈
——纪念王茝孙诞辰130周年书画展

文/朱飞军

有人说：“杭州的书法可以涵盖半部中国书法

史”。虽然这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然而书法的确是

杭州的一张闪亮名片，我们应该好好地珍惜它、展示

它，为它添彩。

浙江是一个书法大省，这是确定无疑的；而杭州又

是浙江书法的重镇。全国有两个国家级的美术学府，

一南一北，北的是位于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这南的

就是位于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杭州还有“西泠印

社”，是印学最具权威的团体，代表的是国家级水准。

杭州的书法碑刻也是一座宝藏，以“杭州碑林”为主导，

加上西泠印社碑刻、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碑刻、岳王庙碑

刻、各佛寺古庙碑刻以及散落在众多山水之间的碑刻，

汇成了一座内容丰富的传统书法碑刻群，是杭州书法

的一大景观。杭州又是全国书法名城之一。从历史上

看，书法大家层出不穷，既有开一代风尚之领军人物如

褚遂良、苏东坡、米芾、赵孟頫、董其昌、康有为等，也有

历代帝王领袖在书法上大有作为者留下的墨宝，还有

众多的文臣武将能书者留下的珍贵遗产；甚至也不乏

一些野逸之士中的书法名人，凡有这些都应该是杭州

人的骄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要了解了杭州书法

史，就了解了大半个中国书法史了。

一个城市的书法发展与这个城市本身的发展是息

息相关的。城市的发展是文化艺术发展的前提，而文

化艺术的发展又是这个城市发展的精神表现形式。杭

州虽然在秦代就已经被设为钱唐县，但那时还很不发

达，原因是当时的钱塘江流域还是一片海涂。一直到

南北朝时期的梁朝约800年间基本处于默默无闻的状

态中，梁朝时期的侯景设钱唐为“临江郡”。从此开始，

杭州“终于成为一个区域的中心”了。从书法史上看，

从三国到六朝这一段时间是中国书法大发展的时期，

这一时期的书法称为“六朝书法”，“北碑”“南帖”两大

主流同时发展，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书家们，已经将楷

书、行书、草书都相继发展到了历史顶峰。而杭州却因

为城市建设落后于时代，终究没有出现什么书法大

家。隋统一以后开凿的京杭大运河完全改变了杭州人

的命运，直通南北的运河成为决定城市经济命运的纽

带，处在这一纽带链关键位置上的杭州，不久就超过了

原来自己所附属的扬州郡和会稽郡，成了一个新的经

济发展中心。与此相适应，杭州的书法艺术也得到了

长足的发展，其标志就是一入唐朝就出现了像褚遂良、

孙过庭、贺知章这样的书法大家。不仅如此，自此以

后，杭州的书法就一直兴盛不衰，延续到现在。如果我

们列举一下宋以后在杭州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具有全国

意义的大书家，可以列出一长串，在此可以捡其最重要

的列举之：宋代蔡襄、苏轼、米芾、赵构、林和靖、岳飞

等；元代赵孟頫、管道升、鲜于枢、杨维祯等；明代董其

昌、文徵明、徐渭、陈洪绶等等；清代金农、赵之谦、邓石

如、“西泠八家”等；民国康有为、吴昌硕、弘一法师等；

建国后毛泽东、沙孟海、张宗祥、黄宾虹、潘天寿等等，

此中皆以举凡为书法史上不可或缺之人物，至若名气

略次而也卓有成就者，则不计其数矣。

袁枚诗曰：“江山也要伟人扶，人化江山即画

图”。这话说得好，江山之所以好是靠人“扶”出来

的。“天下西湖三十六”，为什么杭州西湖最有名？就

是因为有了历朝历代的英杰们在这片天地上创造了

非凡的功绩，也包括以上列举的这些书法名家们所创

造的艺术伟作。黄鹤楼偏居一寓，却因崔颢的诗而成

名，复因李白的诗而增名；滕王阁已废，却因王勃的

《滕王阁序》而名扬千载；绍兴的“兰亭”原来不过是郊

区农村的一个小亭子，却因为王羲之的《兰亭序帖》而

成为全国的书法圣地，游之者络绎不绝；杭州难道不

也是先人们用他们的创造性成果“扶”出来的吗？当

我们徜徉苏堤的时候不免会想到苏轼，遥望白堤时也

不免会想到白居易；而孤山上“西泠印馆”的晚霞、岳

庙里的“还我河山”匾、灵隐寺上那块“云林禅寺”匾

额，又怎能不触发我们的肃然起敬之情呢。当我们在

风景名胜处看到那一幅幅精美绝伦的书法匾额或对

联时，我们也不得不感谢历朝历代的书法家们。

自古以来在杭州出生又生活在杭州，或者走向全

国走向世界而创造了书法杰作的艺术家们，以及出生

在外地而来到杭州居住或者来到杭州停留又为杭州

人民带来了书法艺术享受的艺术家们是值得我们尊

敬的。我们要感谢他们的伟大创造，更要爱护他们创

作的宝贵财富；同时我们也要努力宣扬他们的历史功

绩，并且将他们的成果发扬光大，这才是对他们的最

大爱护和尊敬。

书法——杭州的一张闪亮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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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清图

一楼圆厅展出“匠心文脉”板块。 记者 李忠 摄

刘墉、毕薇薇夫妇
捐赠近现代名家书画作品展

在浙美公开展出

本报讯（记者 郑成航）近日，“刘墉、毕薇薇夫

妇捐赠近现代名家书画作品展”在浙江美术馆四

楼藏品陈列厅展出。展览展出了全部31件捐赠

作品。浙江美术馆馆长斯舜威和副馆长余良峰为

现场观众提供导览。

这31件作品由著名旅美画家、作家、收藏家

刘墉先生和夫人毕薇薇女士向浙江美术馆无偿捐

赠，包括虚谷、任伯年、张大千、刘海粟、王一亭、傅

抱石、黄君璧等名家精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

研究价值。有的作品填补了浙江美术馆典藏空

白，对提升浙江美术馆藏品档次，丰富近现代书画

名家典藏体系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其中与浙江有关的画家有任伯年（浙江萧山

人）、费以群(浙江湖州人)、王一亭(浙江湖州人)、

汪亚尘（浙江杭州人）、高逸鸿（浙江杭州人）、邵幼

轩（浙江东阳人）等人。

三十件巨幅作品
讲述三十个“百年追梦”的故事

“百年追梦”
浙江美术创作精品工程结题

本报讯（记者 陈友望）历时三年，三十幅恢弘

巨作精彩亮相，展现从1840年至1949年浙江人民

“百年追梦”历程中的重要事件和人物。11月24

日，“百年追梦”浙江美术创作精品工程结题总结

会在浙江展览馆召开。

“百年追梦”浙江美术创作精品工程，是在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全国文

艺工作座谈会后，我省文艺界抓住弘扬中国精神

这个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推动文艺创作从“高

原”迈向“高峰”的重要举措。在省文联、省美协组

织动员和筹划后，历经多次创作草图观摩修改审

定，最后经过艺术家近两年的创作完成。

艺术评审委员会主席、省文联主席许江说，

“百年追梦”精品工程由美术的形式来回顾历史，

关照当代，这三十件巨幅的作品，讲述的是三十个

“百年追梦”的故事，看着这些作品，浙江人民为民

主独立和复兴所作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历历在目，

同时也激励后人为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

斗。他评价说，这些美术作品整体水平比较高，整

体上都有一股正气，都有一种和“百年追梦”这样

一个美术工程相对应、相称的历史绘画的浩气。

同时，创作作品表现手法很多，特点也很多，更重

要的是历史叙事的手法有很好的突破，在人物的

塑造也很有特点，很有分量，在诸多方面都得到了

评审专家的高度评价。

“百年追梦”浙江美术创作精品工程组委会透

露，这三十件作品将于明年1月上旬在浙江展览

馆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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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工善艺”东阳工艺美术
新生代艺术家作品展
时间：12月2日—12月12日
地点：浙江省文化馆程允贤雕塑馆

展出 27 位艺术家 50

件原创木雕、竹编作品，技

艺精湛、构思新颖，具有独

特的个人创作风格和艺术

潜质，体现了新生代艺术

家的技艺水平和精神面

貌。

卢志荣“文房新语”作品展
时间：即日起至12月7日
地点：西泠印社美术馆
透过一系列新颖的文

房器物，卢志荣分享了自

己在探索旅途上的点点成

果，当中包括含义万千的

墨砚、充满诗意的水景和

花器、谜一般的倒流香座、

手工精湛的墨锭、砚滴、纸

镇、毛笔、笔座、笔洗等组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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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化的力量”中国杭州首届
网络社会年会近日举行

本报讯（记者 孙乐怡）近日，中国美术学院跨

媒体艺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召开首届国际周年

研究会“网络化的力量”，会议邀请来自美国、英

国、德国、荷兰、日本以及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十余

位学者，从网络社会下的美学、生态、物质、算法四

个主要方面进行批判性的探讨。会议设置青年圆

桌会议，集结二十余位华人世界的青年研究者与

艺术家，就中国网络化社会的研究成果报告与反

思创作呈现。

同时，由中国美术学院主持出版，法国哲学家

贝尔纳·斯蒂格勒在过去两年中在美院的演讲集

《人类纪里的艺术——中国美院讲座》新书发布

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