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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毕加索除了对浪漫主义、印象主义的学习和模仿以外，对西方各个时期的艺术都有研究。
这件作品叫《劫夺撤宾的女人》，仿的是更早时期的雅克．路易．大卫的作品。
这是大卫的作品，《赫拉西兄弟的宣誓》，真正的古典主义作品，表现的是古典的题材，希腊的题材
，历史的题材。
这是古典主义另外的一个画家安格尔的作品叫做《浴女》。
还有一件作品叫做《泉》。
这件作品有点像毕加索的作品，因为在电脑里腿都变得非常短，变形了，通过视觉的变换，传统的和
现代的还是有联系的。
实际上安格尔的原作，在理想美的表现上，《泉》是典范了，毕加索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画了一系
列的《宫娥》，是模仿西班牙17世纪的画家委拉斯凯兹的变体画。
    这件作品是毕加索在1972年底画的自画像。
这幅自画像，人们认为画的是他的心理，不仅仅是形似，而且神似，心灵的相似，他的眼睛，他走过
的一生，他的追求，他的愤怒，他的失落，他的孤独，等等都在这幅画中画出来了。
    这是画家和他的模特儿。
这是他20世纪30年代的作品．叫《牛首人身的怪物》。
他画了一批这样的作品。
米诺陶在希腊中是牛头人身的怪物。
有的分析家认为这是他画的自己的形象。
这里出现了很多米诺陶，马和女性的一些关系。
他把自己生活的体验，通过古代希腊神话表现出来了。
    这是20世纪50年代初的作品，空白的画布。
这件作品是他画的最后一任妻子。
实际上我们看到的版画系列，有人说是黄色的，有的家长不太理解，怎么让孩子这么看呢。
实际上大量的形象与他一生的经历有关，也是以他的妻子杰奎琳原形画的。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有的在西方看来是理所当然，司空见惯的东西，可能我们不理解。
而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可能西方人不太理解。
比如说关于性，两性的性关系，在毕加索看起来是十分正经的事，他要探索，在生活、艺术中进行探
索，来表现它，我们就认为这是流氓或者怎么样。
经过交流、认识、理解，可能会好一些。
    这是20世纪60年代末的自画像，《抽烟斗的男人》。
毕加索在1945年12月到1946年1月，画了一系列牛的形象。
我们看了毕加索这次画展中的卡门的形象，非常美，非常简单，我们也请了小朋友在那临摹，很好，
很像。
但这只是大家感兴趣了，是一个好事。
但艺术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毕加索的简是由繁到简，由他艰苦的探索变形出来的。
    1945年12月，他开始画牛，素描，这是第一稿。
这是第二稿，又繁了一些。
第三稿立体主义，又开始解剖了。
第四稿、第五稿、第六稿、第七稿、第八稿、第九稿、第十稿，最后他的牛是这样的，非常简练单纯
。
毕加索的探索有工夫，对传统艺术，对自然，对世界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形式只是一个方面。
虽然简练，但是有非常深厚的意韵在里面。
所以，毕加索的艺术，他的一生非常不简单。
他的人，他的艺术包含了大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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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样更好的理解他的艺术？
通过毕加索的一生，他的艺术，我想我们能够逐渐加深对他全面地理解和认识。
    吴宁：    感谢王先生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
毕加索这个名字，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
但是，他的艺术观点，他所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以及他的个人生活经历，与东方人的文化传统和审美
习惯有很大的差异。
因此，我们在认识毕加索的时候往往容易带有片面性。
今天王先生用生动的语言和详实的资料为我们描写了更加立体的毕加索的形象，为我们以后能更好的
认识、了解毕加索有很大的作用。
再一次感谢王先生。
    我们想请今天参加讲座的候一民、袁运生、佟景韩、梅墨生四位美术界的前辈到台上来，和王先生
就毕加索这个话题进行一些交流。
    王宏建：    侯先生是我国艺术界的老前辈，是中央美术学院的老院长，他的作品涉及油画、壁画等
各方面。
20世纪60年代他创作的刘少奇，在历史博物馆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件作品。
佟景韩先生也是我们院里的老教授。
他是理论美术家、翻译家，对西方现代艺术有深刻的研究和理解。
袁运生教授是著名的油画家、壁画家。
他一生创作了很多画，也像毕加索一样，一生也在追求、变化。
首都国际机场有一幅著名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就是袁先生的作品。
梅墨生先生是中国画研究院的研究员，在美术创作上都是很有成就的。
侯一民：    我和大家一样，是来当学生的。
对毕加索的了解不是很多。
    不管是从事美术创作，或者是做其他工作的人，毕加索有一点值得我们学习，就是无穷尽的探索精
神。
他一手伸向了传统，一手又伸向了现代，又不满足于原有的东西，他的一生都在突破，而且他突破了
一个领域以后，别人都蜂拥而至的时候，他又改主意，到别的地方去了，而且又伸向东方，伸向了欧
洲，在一个人身上表现出伟大潜在的创造力，中国人就缺少这个。
    我最近写了一个短文，就是怎样把从小孩时就有的一种才思，很敏感的才思，一种创作的欲望，小
孩儿还不会走路，骑在他爸爸脖子上，看到天安门放花回来就乱画，结果让我们的美术教育把这种精
神搞没了。
我们院有一个10岁的小姑娘，最近我突然发现她屋里摆了很多三角形的、圆球，还弄了一个骷髅头在
那儿画，我说坏事了。
学画钻到这里去就毁了。
作为家长，作为老师，怎样能够把他从生来就有的创作欲望，一种创作激情，看到什么东西就想画，
在纸上画，纸上没有在墙上画，这股劲发展成为一种逐渐成熟的创作欲望，是非常重要的。
从生活中来，他就想画，想表现，这种精神是我们当前美术教育中非常大的问题，也希望今天带着孩
子们来的家长注意。
作为我们的美术教育，从中小学开始。
小学的老师我知道怎么教的，上来就在黑板上画个大圆圈，说这是苹果，照着画一张，第二堂课就是
五星红旗，再教就把四方块、圆球都拿来了，画这个干吗?因为他没有画过人。
不知道要搞这个干什么，不是有一种兴趣的需求在创作，而是由于一种压力，他爸爸给他的压力，他
妈妈给他的压力。
带着这种观念，美术学院要什么我就学什么，最后到了美院，在一个很窄的领域里钻，这种钻是必要
的，但是对发展他的才思，发展他的创作欲望就断线了，毁了很多人。
如果把这根线连上，感性的东西和理性的理解逐渐融合到一起，中国能出大批的好画家。
    王宏建：    中央美院正在进行教学改革，整个教学思路都在转变，为的是不要泯灭我们的人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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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孩子们的创作性。
    佟景韩：    毕加索的画展引起中国观众很大的兴趣，引起很多爱好艺术的家长和儿童的兴趣。
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毕加索是20世纪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名字。
他的艺术在20世纪有非常突出的成就。
但是，也同时引起不同的反应，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艺术的本质是创造，但是在不同时代，人类的创造性受到一定的限制。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这种限制也会越来越被突破，人的精神需求也会越来越丰富。
因此，这种变化的可能和要求、追求也会越来越好。
美术史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最早的美术史，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的，风格的演变最早是以千年计
，公元前几千年埃及的艺术的演变是缓慢的，而且这些艺术多半和物质生活条件相联系，和日用的东
西，和工具几乎没有完全分离。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由千计到世纪，由世纪变成半个世纪，然后发展到近代，以十年、二十年，或
者一代人为一个基本标准，发生比较明显的风格演变，或者出现新的艺术形式。
20世纪，毕加索正好从20世纪开始他的艺术道路。
他又是一个长寿的人，几乎在20世纪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引起了整个20世纪的艺术创作和观众欣赏
的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是，20世纪，除了毕加索以外，在艺术的风格演变和形式的出新上，超出了历史上几乎漫长的几个
世纪的过程。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
我想21世纪的变化会更大，因为人类的社会发展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发展了，人类的艺术创作条件不
同，从而艺术的功能也会发生某些转变。
    我们对毕加索艺术的一些不理解，往往和传统的艺术观念相联系，艺术反映生活，因为画的像。
以前没有照相，没有电影的时候，文艺复兴，把宗教的真理告诉给普通的人，只有通过很形象的、很
写实的方式反映宗教内容。
后来有了更多的视觉手段完成这个任务，人类的精神追求，可以说更多的趋向于个性发展，表达自己
内心的追求。
所以，随着人类精神世界的发展，人类个性的发展，艺术的领域越来越扩大。
几乎不可想象，到21世纪结束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新艺术形式是我们过去不知道的，过去没有看
过的，而且是很好的。
中国古代汉代艺术是很精彩的，唐代艺术是很精彩的。
世界范围内，古希腊艺术大家都很喜欢，文艺复兴也很精彩。
但是人类从那个时代到现在，不知道有了多大的发展。
如果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历史积累只有这些东西，尽管它很精彩，能不能满足我们今天的需要，能不能
反映我们今天的精神世界?大家只要这样设想，对我们当前的世界，包括中国艺术不断出新，不断发展
，就会持一种理解的态度，甚至持有欢迎的态度。
    有一点应该比较注意把握，不管艺术新到什么程度，发展到什么程度，总体来说是表现人类精神世
界的丰富性，适应人类精神需求的，追求真、善、美是一个基本尺度。
所以，有些年轻人不理解，模仿别人被赞成为是现代的东西，而不加分析，甚至为了引起哗众取宠的
效果，而搞一些使人完全不能理解的，甚至违背我们对真、善、美追求的理想的东西。
现在在国内也有这些活动，但是我相信广大观众和我们的艺术家，必然会使我们的艺术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体现我们自身的丰富性和民族、社会的、我们国家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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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思想美丽人是靠思想站立的。
有了思想，泥塑有了神韵，沙漠有了绿意，海洋有了灯塔，夜空有了北斗，希望有了灵魂，站立有了
脊梁。
人类怎能不由衷地感慨，思想美丽。
    为了这永恒的美丽，在世界各国迎接新千年、新世纪的喧嚣中，北京继天坛、地坛、日坛、月坛、
先农坛、先蚕坛、社稷坛之后，有了第八个坛——中华世纪坛。
为了这美丽的延续，这个作为中国迎接新千年、新世纪的标志性建筑，随后又因“7．13”北京申奧成
功、中国成功加入WTO等重大历史事件成为新世纪中国进步与强盛的见证。
    世纪坛建成后，建设者们并未休息，因为美丽的梦想时刻都在呼唤他们用文化的基石、思想的骨架
、知识的沙石、创新的理念、奋发的精神，伴着辛勤的汗水构建另一个宏伟的建筑，即在广大人民群
众的心目中建一座不朽的中华世纪坛，一座文化、知识与创新的圣殿。
    这是一个美丽的梦想。
一个用钢筋水泥修建中华世纪坛之初就萌生的梦想；一个用知识照亮人生，用思想开启未来，用创新
传承文明的梦想；一个伟人发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之后，共和国为之奋斗的梦想；一个改革开放
之后，强盛有了翅膀的梦想；一个几代华夏儿女都曾拥有的梦想。
为了这个美丽的梦想，世纪坛举办了“世纪国宝展”、“玛雅文化展”、“毕加索版画艺术展”、达
利互动艺术展等一系列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同时经北京市委宣传部批准创办了以传承文明、开启未来
为宗旨的“世纪论坛”。
该论坛不同于高校的学术争鸣与科研探索讲座，也不同于企业家齐聚一堂讲述商海沉浮与拼打求索的
教案式研讨，更不同于政要与知识精英、企业巨人为世界、为人类把脉的峰会，它只是一个“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让知识与文化揭去神秘的面纱，走下高高的圣坛，丰富人民群众文化
生活的讲座。
    思想美丽，为了这美丽，我们只有一个愿望，远离喧嚣与浮躁，开辟一片知识与文化的净土，奉献
给新世纪与未来。
    我们坚持，并努力着。
                                                     中华世纪坛艺术馆馆长  王建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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