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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河南本土美术遗存

河南对中国美术史的

时代总是将自身的历史印迹赋予艺术，而艺术往往又成
为所处时代的特定印迹。

今年5月，一场重量级的展览“时代印迹——河南省美术
馆馆藏版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刘岘、刘铁华、马基光、
沙清泉等4位出生于20世纪初的艺术家，带着中国新兴木刻
艺术运动开拓者的荣光，向公众走来。

此次展览由河南省文化厅厅长杨丽萍任总策划，河南省
美术馆馆长化建国任策展人。展出的150余幅版画作品及艺
术家们生前重要的手稿、信札等文献资料40余件，清晰地呈
现出河南版画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发展中的脉络与走向。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认为，此次展览为国家美术馆如何来
跟地方美术馆携手弘扬当下新的文化气象提供了新启发。

地域性美术馆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深挖本土美术遗存，
开展艺术品的收藏、研究工作？作为公益文化机构，美术馆应
如何打破静态的展示和动态的生活之间的壁垒，发挥引领和
推广作用？ 郑报融媒记者 苏瑜

“时代印迹——河南省美术馆
馆藏版画展”是河南省美术馆 20
世纪河南美术史研究的阶段性成
果展示，作为地域性美术史研究的
一个呈现，展览引起了美术界众多
专家学者的关注，他们对展出作品
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予以高度
评价，同时对 20世纪河南美术史
研究这项工作的意义给予充分的
肯定。

文化部艺术司司长诸迪指出，
从这个展览可以看到河南省美术
馆梳理河南的美术史，挖掘本土美
术的遗存，进行研究后将部分成果
呈现出来。这个很值得提倡，而且
很有必要，因为这是我们美术馆的
职责。如果把这项工作做好，全国
美术史的传承发展就有了整体的
完善系统。

然而，这项工作并非一蹴而
就，背后浸润着美术馆人长年累月
的辛勤汗水。

“没点情怀很难在美术馆工作，
事务比想象中繁琐得多。”高敏，河

南省美术馆学术推广部主任，虽
然进馆只有几年，但凭着专业能
力和敬业态度挑起学术推广部
的大梁。

“对普通观展群众来说，所谓
展览，就是一个展厅挂一些作品，
至于我们背后做出了多少的努力，
他们是看不出来的。”高敏说，国际
上一个好的展览往往要经历几年
的策划、筹备，普通展览也需要好
几个月。

“只有业内人士才能看出来呈
现的方式有什么区别。取巧是本
能反应，但背后下的功夫越大，越
能在业内收获尊重。作为一个新
馆，我们都攒着一鼓劲，想先让同
行觉得我们做得不错，专业，懂学
术。这样才能站稳脚跟，才能和他
们有更进一步的交流合作。”

近年来，河南省美术馆通过与
黑龙江美术馆、深圳美术馆及瑞士
古堡美术馆、韩国光州美术馆等交
流，有效扩大了河南美术在全国乃
至国际的影响力。

河南地域性美术史研究受到高度评价

河南省美术馆的前身是河南
省雕塑书画院（雕塑艺术创作室），
曾在国内外美术界取得过不俗的
成绩，但在公众面前，当时的河南
省美术馆可谓默默无闻。

相较发达国家，美术馆在中
国起步较晚，对河南来说更是新
生事物。2006年，河南省美术馆
人员分三批赴全国部分知名美术
馆、博物馆参观考察，中国美术
馆、首都博物馆，广州、深圳、上
海、宁波等地的公益文化机构的
先进管理和运营经验让河南美术
馆受益匪浅。

“收藏、研究、展览、公共教育
是美术馆应该承载的功能，如何将
四大模块融合到一起，以学术研究
贯穿收藏和展览，并推进公共教
育，是启用新馆前我们急需面对和

思考的焦点难题。”河南省美术馆
馆长化建国回忆说。

考虑到地域美术馆的特性，河
南省美术馆确立了“梳理近现代河
南美术脉络”的学术方向，开展“20
世纪河南美术史研究”，对本土美
术资源进行深入挖掘和系统整理，
并以此为主线确立收藏目标和路
径，构建特色收藏体系。

高敏介绍说：“比如河南省美
术馆馆藏版画展，我们从重要时间
节点和重大美术事件切入，采用文
献研究与口述史研究相结合的方
法，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逐
步确立了需要重点研究的对象，其
中刘岘、刘铁华、马基光、沙清泉正
是研究对象的重中之重。在开展
研究的同时，收藏他们的代表作品
也是我们重点攻关的任务。”

藏品是美术馆的立馆之本。
1997年 9月，刘岘先生的夫人王卓

君和女儿王人殷将刘岘的版画作品 111
幅、国画作品10幅、木刻原版18块（幅），
无偿捐赠给了家乡河南。

“这是河南省美术馆接受的第一批
名家名作。因数量多、作品精、品位高、
影响大，而成为我们馆的镇馆之宝，对美
术馆的典藏工作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河
南省美术馆综合部主任武庆平介绍，这批
藏品在河南省文化厅原副厅长周鸿俊、
省文化厅艺术处原处长陈可的见证下完
成捐赠，奠定了馆藏的基础，为今后的收
藏、研究和对外交流工作起到了巨大的
推动作用。

武庆平告诉记者，当时他们没有收藏
经费，家属之所以愿意捐赠，家乡情结是
其一，最重要的是家属希望刘岘的作品能
够在馆里得到更好的收藏和利用。随后，
河南省美术馆的工作人员陪着刘岘的作
品到黑龙江、福建、江苏、广东等地开展学
术交流。所到之地，观者如云、好评如潮。

“观众与作品对话，如面大师风采，

如睹巨匠音容。由此，我们深深地感到
伟大的作品是与伟大的人格共生的艺
术。只有迹化了生命能量和崇高思想品
格的作品，才能给人以教化和启迪，才能
被历史铭记。”

2010年，王人殷在河南省美术馆考
察期间，真诚地表示要再次向家乡美
术馆捐赠。同年 11月，河南省美术馆
将刘岘先生的版画作品92幅、国画作品
3幅，木刻原版47块（幅），以及使用过的
刻刀、墨滚等创作工具收藏入库，极大地
丰富了馆藏。

据介绍，为了解决某些艺术家零馆
藏的现状，典藏部工作人员有空就到古
玩市场扫街。为了和已故艺术家的家属
沟通收藏事宜，他们拿出百折不挠的勇
气，举办各种活动影响、感动家属。

武庆平认为，优秀作品如果长期放
在个人手里，最终难逃消亡的命运。“当
代艺术品最好的归宿就是美术馆。标准
库房配备恒温、恒湿系统，安防、消防系
统，以及应有的藏品储存、保管设备，能
确保藏品安全，延长藏品品相和寿命。”

当代艺术品最好的归宿是美术馆

从重大美术事件切入研究河南美术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