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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观察

近日，由省美协主办的“80 后，从

这里出发——八零油画学社作品展”在

省文联展厅举行，共展出八零油画学社

23名成员油画作品 53件。

2011 年，八零油画学社在南昌发

起。14 年来，这一基于代际概念而构

建的艺术团体，在油画创作中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绩，在全国油画界被誉为

“八零油画学社现象”。学社现有成员

25 人，其中大部分籍贯为外省。展标

“从这里出发”，即指该团体艺术家由南

昌出发而走向全国。

本次展出的作品，大多为他们近年

来创作的、在全国重要展赛中入选或获

奖的作品，堪称他们各自具有较高辨识

度的代表作。譬如，蒋文洁的《北部湾

港》（右上图），红、蓝冷暖两色的强烈对

比，画面富有视觉冲击力；组画之一的

《上海客厅之六》（右下图），作者陈迪轻

松率意而流畅的笔触，令人想起中国画

写 意 的 线 条 ；张 明 远 的《远 行》（左 下

图），画面主体介于具象与抽象之间，给

人一种朦胧含蓄的韵味；韦明思的《寨边》（左上

图），颇有立体画派毕加索的意趣，人物、动物和

物体和谐融为一体，富有现代装饰美感。

（本报全媒体记者钟兴旺 文/图）

阳春三月风光好。3 月 7 日，由省美协

主办、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省美协

女美术家艺委会承办的“赣鄱芳华——第

四届女性艺术作品大赛”展览在江西科技

师范大学前湖美术馆开幕。

很久没有参观女美术家们的展览，记

者印象还停留在以前一些以国画为主的小

型展览上。而且，这些国画作品，基本上以

传统题材为主，如牡丹、荷花、梅花等，传统

得近乎程式化。省美协女美术家艺委会主

任王燕对记者说，现在情况大不一样了，现

在看到的美术作品，绝大多数出自“科班”

之手，有的水准很高；而且，美术创作的门

类也很丰富，除国画外，还有油画、漆画、雕

塑以及陶瓷等各类工艺美术，“现在不能用

老眼光看了！”

这说明，近些年来，我省女美术家队伍

不 断 壮 大 。 王 燕 所 提 到 的“ 科 班 ”美 术 创

作者，除全国各大高校美术专业的毕业生

在我省就业后继续从事创作的以外，省内

还有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由王燕、刘双

喜、刘文辉等老师培养的中国画人物方向

学生，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寇炎等

老师培养的漆画方向学生，景德镇各大学

培养的陶瓷艺术方向学生……他们中显然

有不少是女性。

从展出的 200 多件作品看，这几乎是全

省美术届展的水平。据介绍，本次大赛共

征集全省各地投稿作品 761 件，经评委会专

家评审，遴选出 202 件优秀作品，其中获奖

作品 61 件，涵盖国画、漆画、陶瓷、综合材料

等多个画种。

学生、教师、母亲……女画家们的这些

身份，构成了她们独特的生活轨迹，也深刻

影响着她们的艺术创作。她们以其独特的

视角、细腻的感受力和深刻的洞察力，为艺

术世界增添了别样的光彩。在作品中所展

现出的独特情感，是她们区别于男性艺术

家的重要标志之一。

来 自 江 西 科 技 师 范 大 学 的 漆 画 作 品

《碧海丝路》，整体风格以古代丝绸之路为

历史背景，展现了当代艺术家对文化交流

与和谐共生的理解与诠释。作品既有传统

漆画语言，又融入现代审美元素，具有时代

感、装饰性和观赏性。

来 自 景 德 镇 陶 瓷 大 学 的 瓷 板 画 作 品

《海底之光》，以中国载人潜水艇“蛟龙”号

为灵感和主题，通过“蛟龙”号展现中国的

科 技 赋 能 ，凸 显 其 突 破 7000 米 深 海 的 壮

举。画家用彩色瓷块拼贴出的瑰丽海底景

象，传递出对海底秘境的探索与追寻。

来 自 江 西 师 范 大 学 的 参 赛 国 画 作 品

《壶映·古今韵语》，通过屏风的形式，表现

错位时空的幻境、汉服形象女子和古人投

壶的游戏，借助错位时空表达古今对话的

寓意。

“赣鄱芳华”正精彩。在当今艺术创作

领域，我省广大女美术工作者，正以前所未

有的姿态，展现出她们在创作上的多元与

深度。

（图片为展览作品，由本报全媒体记者

钟兴旺摄）

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将

每年的 3 月 12 日定为植树节。事实上，我国植树的历史

悠久，可追溯到上古的原始社会晚期，人们在驯化谷物

和蔬菜的同时，也培植花草与树木，以期待姹紫嫣红和

树木成材。古代没有特定的植树节日，但整个春季都可

看成植树期。文人墨客更是喜欢在这个季节亲手植树，

并为此留下了不少的名篇佳句。

晋代诗人陶渊明爱柳成癖，他中年弃官归田后，在

水边栽柳，以柳为友，怡然自得。他在《归园田居》诗中

写道：“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里。方宅十余亩，草屋八

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他还有“荣荣窗下兰，

密密堂前柳”等名句，更道出他对柳树花木的深情，甚至

自号“五柳先生”。

同样爱柳的，还有被称为“柳痴”的唐代文学家、思

想家柳宗元。他任柳州刺史时，极力倡导植树，亲自在

柳江沿岸栽柳树，并有“柳州柳刺史，种树柳江边”诗

句。他还在《种树郭橐传》中，把植树巧妙地总结为广为

流传的五句：“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严，其土欲

故，其筑欲密。”这实际上是诗人种树的经验之谈。关于

柳宗元种柳之事，后世诗人多有夸赞，如北宋苏东坡在

《南乡子》一词中写道：“春入腰肢金缕细，轻柔。种柳应

须柳柳州。”宋元诗人徐瑞也有诗句：“柳侯种柳柳江边，

岁岁春风岁岁妍。”

苏 东 坡 除 了 喜 欢 种 柳 ，还 喜 欢 种 松 、种 竹 、种 桑

等 ，有 诗 云 ：“ 我 昔 少 年 日 ，种 松 满 东 冈 。 初 移 一 寸

根，琐细如插秧。”出任杭州地方官时，主持修筑全长

近 3 公里的西湖长堤（今苏堤），堤旁遍种花木 ，有垂

柳 、碧 桃 、海 棠 、芙 蓉 、紫 藤 等 众 多 品 种 。 春 天 来 临 ，

堤上绿柳如烟、红桃如雾，美景如画。苏轼有诗对此

描写道 :“我在钱塘拓湖渌，大堤士女急昌丰。六桥横

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忽惊二十五万丈，老葑

席卷苍云空。”

“诗仙”李白当年在太白楼旁亲手栽桃，三年后赋

诗：“楼东一株树，枝柳拂青烟。桃树我所种，别来向

三 年 。”同 样 ，杜 甫 也 喜 欢 种 桃 。 他 在 成 都 浣 花 溪 畔

营造草堂，四处向友人寻购桃苗，并在草堂周围十里

广栽桃树。他向县令索取桃苗时写道：“奉乞桃栽一

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河阳县里虽无数，濯锦江边

未 满 园 。”经 其 苦 心 经 营 ，终 使 住 宅 面 貌 一 新 ：“ 万 里

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风含翠篠娟娟净，雨

裛红蕖冉冉香。”

《礼记》有句“孟春之月，盛德在木”，意即在春天植

树造林，是最大的道德行为。古人朴素的自然认知，贯

穿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深深地镌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

基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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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边》（大路西行——中国油

画作品展学术奖创作稿） 韦明思绘

木刻 《雷锋》刘石林作

蜡染画 《春》白素菊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