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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展 |“无尽意 · 痕——冯远
绘画艺术展”开幕

7 月 12 日，“ 无 尽 意 · 痕 —— 冯 远

绘画艺术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由第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建敏宣

布开幕。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清华大学

美术学院原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鲁晓波，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

杜鹏飞，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国美

术家协会名誉主席、本次展览作者冯远先

> 本期要闻

后致辞。开幕式上，冯远向清华大学艺术

博物馆捐赠《香格里拉远眺》等 47 件（套）

绘画作品，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向波涛为

冯远颁发捐赠证书。开幕式由清华大学艺

术博物馆副馆长封帆主持。清华大学师生、

校友、文艺界同仁、社会观众、媒体记者

等 100 余人参加了开幕仪式。

“无尽意 · 痕——冯远绘画艺术展”

是对冯远先生创作生涯最系统也最完整的

一次阶段性总结，展览以“尚意人文”“尚

技形神”“时史之中”“有无之间”四个

单元展出 188 件作品，创作时间跨度长达

40 年。冯远先生的创作总是着眼于人与历

史、人与社会、人与艺术、人与灵魂的诸

重关系，作品主题关乎人的艺术和历史的

人，崇仰前贤、俯悯苍生和艺术家眼中的

世界。艺术语言以水墨设色为主、工写兼俱，

兼及其它。这些作品均来自画家受有关历

史的阅读研习、有关生命与现实的关照迁

想以及人生历炼的感悟与影响。他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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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既展现了中国人的形象的历史，同时也

是一幅中国人文化和精神发展的历史图卷，

从中可看出他对中国人物画语言和范式创

新的探索与实践的痕迹和心路历程。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建敏宣布展览开幕

  写实水墨人物画与 20 世纪
中国

8 月 10 日，艺术博物馆再四层报告厅

举办“写实水墨人物画与 20 世纪中国”学

术研讨会。邀请刘曦林、唐勇力、田黎明、

陈池瑜等 18 位专家、艺术家和批评家交流

探讨。研讨会由徐虹、封帆担任学术主持。  

研讨会以“写实水墨人物画和 20 世纪

中国”为主题，邀请来自中国人物画、美

术理论及艺术批评界的专家学者，对写实

水墨人物画在 20 世纪的出现、发展和在相

关的时代背景下所呈现的特征进行深层次

的探讨。

研讨会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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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第二届博物馆中小学美
育课程创新奖申报

8 月 29 日，艺术博物馆发布第二届博

物馆中小学美育课程创新奖的申报通知。

本次申报工作将在 12 月进行复赛终评以及

现场展示，评选工作在中国博物馆协会高

等学校博物馆专业委员会的指导下，由清

华大学艺博物馆与北京市海淀区教育科学

研究院联合主办。

大赛评选出的围绕清华大学艺术博物

馆馆藏资源进行设计和研发的优质中小学

美育课程，将与“镜像艺博”项目结合，

借助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突破时间和空

间的限制，将清华艺博的高品质展览和丰

富馆藏资源转化成可利用的优质美育教学

资源。

  “诗情画意”闻一多诗歌插
图创作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揭晓

5 月 24 日 -8 月 21 日，“诗情画意”

闻一多诗歌插图创作活动在本馆“红烛颂：

闻一多、闻立鹏艺术作品展”展期内面向

公众线上开展。活动收到来自不同年龄和

职业的观众为闻一多的诗歌、散文、演讲

等文学作品创作的精彩插图投稿。经过评

审，其中 22 幅投稿作品获评本届云征集“优

秀作品”。

闻一多先生身为爱国主义诗人、学者

和民主斗士，其一生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文

学作品与艺术作品，将文学与美术紧密地

联结在一起。本次活动让我们在阅读与绘

画创作相融合的过程中，进一步了解和传

播了闻先生作品的精神内核，以及美学价

值和精神魅力。并共同缅怀闻一多先生。



简报  2022044

2022 年第 4 期 / 总第 30 期

 艺博党支部召开预备党员发
展会

7 月 8 日下午，艺博党支部在 401 会

议室召开了一次预备党员发展会，会议由支

部书记李哲主持，讨论接收发展李扬同志为

中共预备党员。

首先由发展对象李扬汇报本人申请入

党的有关情况，接着入党介绍人兰钰、张明

分别介绍发展对象李扬的有关情况，并对其

能否入党表明意见。在经过宣读支委会报告

和党员讨论环节之后，参加发展会的全体党

员进行了无记名投票表决。经监票人张丽萍、

计票人袁旭现场计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一致同意吸收李扬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李

哲书记宣读支部大会决议后，到会党员们自

由发言，发展对象李扬对大家所提意见和今

后努力方向做出了表态。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李鹤老

师，代表美院党委热烈祝贺清华艺博党支

部又成功发展了一位新党员。特邀参加预备

党员发展会的积极分子和群众代表也纷纷发

言，表示要以李扬为榜样，努力向党组织靠

拢。在国际歌声中，预备党员发展程序圆满

完成，全体与会人员在党旗下合影留念。
> 艺博快讯

 艺博文创 | 推出中秋礼盒“见
字如晤”

物馆之间的交流学习。7 月，艺术博

物馆推出“见字如晤”中秋月饼礼盒。礼

盒灵感来自展览“尺素情怀 · 清华学人手

札展”，从展览百余封大师书信手札中撷

取 6 位大师的 6 封书信手迹，礼盒包含 6

枚糕点，配以书、酒、茶、花、果、香六

大元素，纹饰别致，配色清雅。

> 艺博党建

   艺博文创 | 2023《清华藏珍
日历》预售开启

8 月，艺术博物馆开启 2023 年《清华

藏珍日历》预售活动。日历从馆藏品中精

选 365 件具有代表性的藏品，包含书画、

织绣、瓷器、青铜、家具等门类，让观众

体验身临其境的艺术审美之旅。

  手作之美 | 温风至，小暑来：
戳绣清华藏珍“百衲衣”

7 月 9 日，艺术博物馆推出“手作之美”

活动，由公共教育部教育项目主管周莹，

通过线上的方式，根据馆藏“百衲衣”中

的几何纹样元素，定制戳绣材料包，带领

观众通过一针一线的绣制，共同体会古人

寓设计于巧思、夺造物之天工的织绣之美。

来自清华大学医学院、药学院、经管

> 公教活动

 艺博支部赴中国工艺美术馆
开展组织生活

7 月 29 日下午，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到中国工艺美术馆开展 7 月组织生活，艺博

党支部 40 余名党员、积极分子、工会会员

参加了此次活动。艺博支部书记杜鹏飞表示：

支部组织生活要通过相互交流、相互促进、

相互学习的方式，形成支部之间、党员之间

的良性互动，利用各自优势就不断提升优化

支部特色活动做出积极努力。

参加活动的党员同志们，一边徜徉于

展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审美

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文化自信与

民族自信的国家级文化殿堂，一边欣赏建筑

技术与传统工艺完美结合的艺术境界，感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双方都表示

将以交流促提高，希望今后继续联合开展特

色支部活动，实现 1+1>2 的共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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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作之美 | 夏至三庚便数伏：
绒条清华藏珍“三蓝绣马面”

7 月 16 日，艺术博物馆推出“手作之

美”，由公共教育部王玟惠带观众制作绒

条花。课程提取馆藏“三蓝绣马面”中的

绣球花元素，使用三色绒条搭配制作花瓣、

花叶，点缀花蕊，组合成型，从而感受古

人淡雅清丽的审美意蕴。

来自清华大学法学院、医学院、物理系、

生命科学学院、建筑学院、集成电路学院

等院系的 12 名师生参加了本次课程。内容

包含织绣展藏品赏析、绒条材料及工具使

用、绒条绣球花制作等四个部分。本期课

程为本馆正在展出的“清华藏珍 ·丝绣华章：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品展 / 织绣部分”系

列教育活动之一。

  手作之美 | 金石华彩，方寸
之间 ：“红烛颂”篆刻体验

8 月 13 日，艺术博物馆举办“手作之美”

课程，以闻一多先生为冯友兰先生所刻的

“芝生”方印为例，带观众体验篆刻艺术

中的线条、空间与刀痕之间的世界，思考

其美学价值，感悟其精神魅力。课程由“红

烛颂：闻一多、闻立鹏艺术作品展”志愿

讲解组组长王春红、“水木湛清华：中国

绘画中的自然”展志愿讲解组组长张德忠

主讲。

  艺术沙龙第 16 期 | 纪录片
《山西博物院》放映及导演映后
交流会

8 月 27 日，艺术博物馆举办“手作之

美”课程，由“清华藏珍 · 随方制象”家具

展志愿讲解组长、ICDA 高级软装配饰设

计师翁杨、艺博公共教育部教育项目主管

王玟惠主讲。本期“再塑清华藏珍”系列

课程提取馆藏“花卉纹云肩”中的金线元素，

使用多色丝线在以纸板和铜丝扎成的人造

坯架上缠绕出浆果胸针，感受绽放在指尖

的传统艺术。

学院、新闻学院、生命科学院、建筑学院、

五道口金融学院等院系的 11 名师生参加了

本期课程。内容包含织绣展厅赏析、戳绣

材料及工具使用介绍、戳绣清华藏珍“百

衲衣”三部分。本期课程为本馆正在展出

的“清华藏珍 · 丝绣华章：清华大学艺术博

物馆藏品展 / 织绣部分”系列教育活动之一。

  云导览 | 第三届“丝绸之路
周”直播接力活动

7 月 11 日，艺术博物馆推出“云导览”

栏目，由典藏部倪葭、高文静带观众赏析

我馆馆藏展“水木湛清华：中国绘画中的

自然”、“丝绣华章—清华藏珍织绣展”。

本次活动是第三届“丝绸之路周”直

播接力活动之一。

  云导览 | 第 43 期 · 展厅直播
《李伯安水墨人物画展》

7 月 19 日，艺术博物馆推出“云导览”

栏目，由艺术家、李伯安先生之子李飒带

观众赏析“李伯安水墨人物画展”，了解

李伯安先生的生平创作以及背后的故事，

了解其探索中国水墨人物画新语言的艰辛

过程与丰硕成果。

展览展出了《走出巴颜喀拉》长卷的

局部段落，同时分单元呈现他的“太行系列”

和“藏民系列”水墨人物画，以期通过对照，

让观众更好地接触和理解伯安先生的绘画

艺术和人格魅力。

  云导览 | 第 44 期 · 艺术家展
厅直播《无尽意 · 痕：冯远绘画
艺术展》

8 月 1 日，艺术博物馆推出“云导览”

栏目，由画家、中国文联副主席、清华大

学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冯远在展厅为观众

直播导览《无尽意 · 痕——冯远绘画艺术

展》，了解他对中国人物画语言和范式创

新的探索与实践的过程。

展览是对冯远先生创作生涯最系统也

最完整的一次阶段总结，展出的 188 件作

品时间跨度长达 40 年。冯远先生的创作总

是着眼于人与历史、人与社会、人与艺术、

人与灵魂的诸重关系，他的人物画既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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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人的形象的历史，同时也是一幅中

国人文化和精神发展的历史图卷。

  学术沙龙 | 第 7 期 · 80 年代
以来的写实水墨人物画

7 月 18 日，艺术博物馆一层展厅举行

艺术沙龙“80 年代以来的写实水墨”。邀

请王镛、郑工、张晓凌、牛克诚、高天民、

吴洪亮、于洋等专家学者开展学术交流。

艺术沙龙由艺博学术部主任徐虹主持。

写实水墨人物画在 20 世纪中国美术史

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也是新中国美术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次沙龙根据艺术博

物馆正在展出的“无尽意 · 痕——冯远绘画

艺术展”、“李伯安水墨人物画展”两个

展览为契机，通过此次沙龙对 80 年代以来

的写实水墨人物画的发展、特征进行深层

次的探讨和展望。

  学术讲座 | 第 154 期 · 杭春
晓《齐白石的“逆袭”：20 世
纪 20 年代的一次“全球化”》

7 月 23 日，艺术博物馆推出学术讲座

第 154 期，邀请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美术研究所副所长杭春晓以《齐白石的“逆

袭”：20 世纪 20 年代的一次“全球化”》

为题举行讲座。讲座由“水木湛清华：中

国绘画中的自然”展览策展人、学术部副

主任谈晟广主持。本期讲座为本馆正在展

出的“水木湛清华：中国绘画中的自然”

系列专题讲座。

今天被视作传统大师的齐白石，在其

成长的原初语境中，并非传统之代表。他

之所以成为“齐白石”，不是既定之传统

所赋予的身份标签，而源于 1920 年代全球

语境给中国带来的“改变”。这向我们表明：

传统作为文化概念，具备其特定的历史流

动性。

  学 术 讲 座 第 155 期 · 谷 卿
《“自然”的理解与塑造：绘画
同题群咏中的对话与策略》

7 月 30 日，艺术博物馆举办第 155 期

学术讲座，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谷卿带来《“自然”

的理解与塑造：绘画同题群咏中的对话与

策略》的讲座。讲座由“水木湛清华：中

国绘画中的自然”展览策展人谈晟广主持。

本期讲座为本馆 “水木湛清华：中国绘画

中的自然”系列专题讲座。

以“物”为表现对象的古代山水和花

卉主题绘画，大多蕴藏着关于“自然”的

知识、观念和思想，画作及其题跋构成“图 -

文”系统，拓展了单一体裁所要和所能表

达的内容。有关同件画作的多篇题咏，或

从不同角度赏鉴对象，或据不同立场延伸

画意，体现了理解与塑造“自然”的多种

方法和方式，分析这类文本的题中和题外

之意，以及这些文本之间的关系，无疑将

有助于立体而深入地认知画作的历史背景

和文化意涵。

  学术讲座 | 第 156 期 · 朱良
志《沉默的觉者——八大山人》

8 月 6 日，艺术博物馆举办第 156 期

学术讲座，邀请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中心主任朱良志通过

线上直播的方式进行讲座，题为《沉默的

觉者——八大山人》。讲座由“水木湛清华：

中国绘画中的自然”展览策展人谈晟广主

持。本期讲座为本馆正在展出的“水木湛

清华：中国绘画中的自然”系列专题讲座。

八大山人是一位特立独行的艺术家。

他一生有“不良于言”的毛病，他是位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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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而禅偏偏又是一个“不立语言”的宗

教，他的哑，使人产生无言而合道的联想；

而他是前朝遗民，不说话，还使人联想到

是否有沉默抗争的意味；再者，他的性格

倔强，不说话可能还包含拒绝尘俗的意思。

这种种因缘结合到一起，使得“哑”成了

八大山人思想和艺术的一个徽记，他几乎

被视为一位“沉默的觉者”。本讲座联系

他的生平道路和存世作品，探讨了他的“无

言”中所包含的艺术个性和生存智慧。

  学术讲座 | 第 157 期 · 杨佳
玲《自然即人文：晚清西风思潮
下的视觉转译》

8 月 14 日，艺术博物馆举行学术讲座，

邀请英国爱丁堡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教授、

博士生导师杨佳玲主讲《自然即人文：晚

清西风思潮下的视觉转译》。讲座由“水

木湛清华：中国绘画中的自然”展览策展

人谈晟广主持。

中国知识分子与文人画家惯于谈论自

然人文的主题，并设想了可以使所有人自

由使用的同化社会制度和条件。他们对美

的理解与这些环境，社会政治氛围和集体

秩序的想法有关。本讲研究探讨了他们如

何将考证学里以“博古”积累知识的演练，

改编为自然史新学的“博物”。

  学术讲座 | 第 158 期 · 赖毓
芝《清宫院体的形成与跨界的自
然：以蒋廷锡团队为中心》

8 月 28 日，艺术博物馆举行学术讲座，

邀请“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赖

毓芝主讲《清宫院体的形成与跨界的自然：

以蒋廷锡团队为中心》。讲座由“水木湛

清华：中国绘画中的自然”展览策展人谈

晟广主持。本期讲座为本馆正在展出的“水

木湛清华：中国绘画中的自然”系列专题

讲座。

讲座试图以作为康熙皇帝重要幕僚的

蒋廷锡与其作品为中心，不仅意图呈现通

常被视为盛清院体风格代表的“中西合璧”

折衷风格在康熙朝已经奠立，且试图论证

这种风格的出现可能不仅与康熙皇帝的“自

然跨界”有关，也与其对于“画”之期待

与预设关系密切。

  云朗读 | 第 12 期 · 清华大学
档案馆馆长读闻一多致顾毓琇信

7 月 22 日，艺术博物馆推出“云朗读”

第 12 期，邀请到清华大学档案馆馆长、中

国闻一多研究会副会长范宝龙，朗读分享

闻一多于 1922 年致顾毓琇的信函，信中言

及文学社及与诗人梁实秋定交等内容。该

手稿现藏于清华大学档案馆，在清华大学

艺术博物馆“红烛颂：闻一多、闻立鹏艺

术作品展”中展出。

  云朗读 | 第 13 期 ·《画魂归
来兮》——走近李伯安

8 约 15 日，艺术博物馆推出“云朗读”

栏目，分享由诗人孔祥敬创作、演员于同

云朗读的诗歌《画魂归来兮》，带观众走

近并致敬李伯安先生，了解他的绘画艺术

和人格魅力。

  云欣赏 | 清华藏珍 · 竹间清风
扇底生：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龚玉璋丝竹扇赏析

7 月 25 日，艺术博物馆推出“云欣赏”

栏目，由典藏部高宁撰文赏析馆藏龚玉璋

丝竹扇。龚扇是我国民间工艺美术中的一

朵奇葩，由民间艺人龚爵伍在清光绪初年

创制，目前已在龚氏家族传历五代，2008

年其编织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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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伯安水墨人物画展
“李伯安水墨人物画展”是继 2019 年《走出巴颜喀拉》收藏展后，本馆策

划实施的又一个李伯安绘画艺术专题展。本次展览将展出《走出巴颜喀拉》长

卷的局部段落，同时分单元呈现他的“太行系列”和“藏民系列”水墨人物画，

以期通过对照，让观众更好地接触和理解伯安先生的绘画艺术和人格魅力。李

伯安先生当年为创作《走出巴颜喀拉》长卷，曾多次深入黄河源头考察，在藏

区采风、写生，创作并积累了一大批“藏民系列”水墨人物作品，继早年“太

行系列”人物画后在表现手法和语境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体现了他人生最

后十年醉心于探索中国水墨人物画新语言的艰辛过程与丰硕成果。

  红烛颂：闻一多、闻立鹏艺术作品展
作为诗人、学者和民主斗士的闻一多先生，是广为人知的，不过，闻先生

的艺术才能，却少有人知。闻一多虽然最终以诗人、学者和近代民族解放与民

主运动的献身者而为世人所铭记，但是他的一生也留下了大量的艺术作品，一

直游走于文学与美术之间，并将二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艺术不仅滋养塑造了

闻一多先生伟大的精神品格，而且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他对子女的教育中。儿女

不仅品格高尚，学有所成，并且多才多艺。特别是三子闻立鹏，受父亲影响，

从事油画创作和艺术理论研究，是闻一多先生艺术主张和人格力量的直接继承

者，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油画家的优秀代表。在 110 多年的办学历程中，

清华人以实际行动塑造了两个传统：优良的文化传统和光荣的革命传统。闻一

多先生毫无疑问是这两个传统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今天，我们在清华大学

艺术博物馆以“红烛颂”为题举办闻一多、闻立鹏艺术作品展，固然旨在向世

人展现父子二人的艺术才华，但是更希望观众在欣赏他们艺术作品的同时，思

考他们的美学价值，感悟他们的精神魅力，从一个新的视角，了解和铭记以闻

一多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学人，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为重塑中华民族高尚精神

价值，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无尽意 · 痕——冯远绘画艺术展
“无尽意 · 痕——冯远绘画艺术展”是对冯远先生创作生涯最系统也最完整

的一次阶段总结，展出的 188 件作品时间跨度长达 40 年。冯远先生的创作总

是着眼于人与历史、人与社会、人与艺术、人与灵魂的诸重关系，他的人物画

既展现了中国人的形象的历史，同时也是一幅中国人文化和精神发展的历史图

卷，从中可看出他对中国人物画语言和范式创新的探索与实践的痕迹和心理路

程。

> 展览信息

展览时间：2022 年 7 月 10 日至 2022 年 8 月 28 日
展览地点：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四层 14 号展厅

展览时间：2022 年 4 月 2 日 至 2022 年 8 月 21 日
展览地点：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三层展厅

展览时间：2022 年 7 月 12 日至 2022 年 11 月 13 日
展览地点：艺术博物馆一层、二层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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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木湛清华：中国绘画中的自然
2021 年是清华大学建校 110 周年，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联合首都博物馆，

以古代精品绘画为基础，联合举办“水木湛清华：中国古代绘画中的自然”展，

为校庆献礼。本次展览展示了此前未公开展示的李公麟、苏轼名下和其他宋元

画作，以及沈周、文征明、仇英、董其昌、陈洪绶、八大山人、石涛等明清名

家画作。通过这些作品中显现的“自然”，持续触发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终

极思索。

 清华藏珍·丝绣撷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品展 / 织绣部分

“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中国历代能工巧匠将自然资源与人

工技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源远流长、异彩纷呈的织绣艺术。本展从馆藏

数千件织绣品中，精心甄选明清时期代表性织绣品百余件套，涉及织物、成衣配

饰和鉴赏品等三大类，分别由“丝彩织成”、“华服美饰”、“绣缂画意”三个

单元加以陈列展示。星移斗转，经历数百年岁月长河的洗礼，这些织绣品已由当

初华美贵重的实用之物，升华为反映当时工匠技艺与文化艺术的重要载体。奇巧

高妙的织造工艺是民族智慧的结晶；美轮美奂的图案纹样是美好祈愿的寄讬。流

连在这批精美古代织绣艺术品的长廊里，相信您一定会乐而忘忧，细细体会古人

寓设计于巧思、夺造物之天工的织绣之美。

   清华藏珍·随方制象——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品展 / 家具部分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收藏有家具一百四十余组件，以凳椅类、桌案类和柜架

类为主，尚有少量橱柜类家具，时代自明至近现代。其中尤富盛名的是五十多件

以黄花梨、紫檀等材质为主的明式家具，有七件收录于王世襄先生编著的《明式

家具珍赏》。 本次展览的家具藏品绝大多数来自于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旧藏，

包含明代黄花梨四面齐琴桌、黄花梨矮翘头案、黄花梨圈椅等传世精品。

展览时间：常设展
展览地点：艺术博物馆四层 11 号展厅

展览时间：常设展
展览地点：艺术博物馆四层 9 号展厅

展览时间：常设展
展览地点：艺术博物馆四层 10 号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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