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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展览中的美育 

——以中国美术馆展览为例 
孙  琳 

（中国美术馆  北京  100010） 

【摘  要】本文以中国美术馆国际交流展览为出发点，通过对“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种不同类型展览策展理念的

剖析以及对展览作品的解读，浅析在国际交流展览语境下美育的形式特点和作用，以期丰富和发展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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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对高校美术教育工作做出指示：“以大

爱之心育莘莘学子，以大美之艺绘传世之作”，强调弘扬

中华美育精神，培养时代新人。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公益

文化事业迅速发展，全国美术馆建设进入蓬勃发展时期，

各地美术馆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成为城市美育的重要基

地。不同形式的展览不仅使观众近距离欣赏优秀的美术作

品，更通过丰富多彩的展陈方式和展览互动使观众感受作

品背后蕴含的人文思想、审美意蕴和技艺传承。与此同时，

随着对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我国引进的文化产品日益

丰富，在国内人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世界艺术精品，同

时，一些世界知名的美术馆如美国的古根汉姆博物馆、法

国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已经开始开拓中国空间。中国美术馆

作为民族文化经典的传承者和弘扬者，通过“引进来”和

“走出去”不同的展览形式，向观众呈现国内外优秀的文

化作品，并通过各种公教活动和专题讲座阐释展览背后的

思想文化，以期将思想政治教育以独具匠心的美育形式融

入观者内心。 

1  引进来的国际交流展览 

尹少淳在《走进文化的美术课程》一书中阐述到“美

术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一种类型，因此美术学习

不仅仅是美术技能技巧的学习，也不应该仅仅是美术知识

的学习，而应该是在一种文化观念的观照下的学习，应该

让学生在一种文化情境中理解美术，并通过对美术的学习

感受和接受文化的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全球经济
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工业化、商品化和“快餐文化”的冲

击，以及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使得信息和知识的传播速度

越来越快，大众化审美侵袭干扰了众多审美知识的传播与

推广。如何在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吸收和

借鉴国际优秀文化，将中国优秀的传统艺术文脉与现当代

生活的审美需求相结合，创造新的艺术经典与辉煌，是美

育的又一重要方面。近年来，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形式多样

的国际交流系列展，使观众欣赏到法国、波兰、俄罗斯、

英国、匈牙利、乌拉圭、白俄罗斯、希腊、日本、韩国等

不同国家和民族丰富多彩的艺术。通过“迭戈•里维拉，
墨西哥的骄傲”“生活状态：全球环境中的波兰当代艺术”

“从源头到灵感：波兰设计中的民族主题”“胜利：

1945-2015！——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俄罗
斯美术作品展”“黑白的力量——凯绥•珂勒惠支经典作品
展”“不朽的传承——法兰西艺术院院士作品邀请展”

“2017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季\中国美术馆国际交流‘一
带一路’特展系列：立陶宛艺术：透过风景的思考”“中

国美术馆国际交流展系列：白俄罗斯国家美术馆典藏精品

展”“特色•融汇——金砖国家美术馆联盟特展”“心灵的
风景——泰特不列颠美术馆珍品展（1700—1980）”“秋史
金正喜与清朝文人的对话”等优秀的国际展览，使观众拓

宽自身的艺术视野，对现当代艺术及其背后所隐藏的人文

思想有所感悟，有所思考。 
其中“心灵的风景——泰特不列颠美术馆珍品展

（1700—1980）”精选泰特不列颠美术馆珍藏的 70余件十
八世纪以来的英国风景画作品。其中既有为大众所熟知的

著名画家如庚斯博罗、透纳、康斯太勃尔、吉尔丁、科曾

斯父子，还有拉斐尔前派的米莱斯，以及印象主义、超现

实主义与现代派先锋画家的作品。展览通过菲力浦•威尔
逊•斯蒂尔《沃尔伯斯威克海滩》、托马斯•庚斯博罗《池 塘
边赶牛的少年》、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威尼斯斯齐
亚沃尼大街：水节》以及托马斯•格尔丁《切尔西的白房
子》等经典的油画、水彩作品，展现英国风景绘画 300
年的发展历程，使观者切身体会到西方历史和文化的演

变。展览之际，中国美术馆还邀请展览策展人理查德•汉
弗莱斯先生为公众带来“心灵的风景——英国艺术中的地

域性和思想性”讲座，理查德先生通过大量画作图片和资

料，结合策展视角，追溯英国风景绘画 300年演变过程，
阐释了各艺术流派间的碰撞以及政治和文化因素对英国

风景画传统产生的影响。此外，司徒双教授也为公众带来

“英国风景画的传统及名家名作解读”讲座，在解读名家



 Education and Learning, 教育与学习(3)2021, 2 
ISSN:2705-0408(P); 2705-0416(0) 

 -9-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名作的同时，以欧洲美术史为基调，梳理了英国风景画的

形成过程、风格特点及其深远影响。通过展览和讲座相结

合的形式使观者带着新的视角欣赏作品，洞察细节，相较

于书本和网络图片，更能直击心灵，感受作者的创作思想

以及作品背后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内涵。 

2  走出去的国内精品展览 

美国学者米歇尔认为“视觉文化是关于视觉经验的社

会构建，它不仅关注图像本身，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方面，

而且也是人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视

觉经验还可以进行特定的社会构建，使作者和观者能置身

其中的文化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

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要以科学的

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同时要对

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借鉴和吸收各

种文明养分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中国美术馆充分发挥

自身学术力量和收藏优势，精心策划了一系列具有学术影

响力的精品展览赴国外展出，如“心灵的景象——中国当

代水墨人物画展”“新境界——中国当代艺术展”“开放与

共融——中国当代艺术展”“新境——中国当代艺术展”

““中国意象——当代中国水墨与雕塑艺术展”“‘中国写

意——来自中国美术馆的艺术’系列展览”“似与不似：

对话齐白石”等展览赴澳大利亚、匈牙利、西班牙、土耳

其、法国、墨西哥、韩国等国家举办。展览以丰富多元的

艺术形式积极传播当代中国文化价值观，生动地展现中华

文化独特的魅力。 

2016年“中拉文化交流年”，中国美术馆策划“中国

写意——来自中国美术馆的艺术”系列展览，作为“中拉

文化交流年”框架内的重要项目在墨西哥城圣伊德方所学

院（博物馆）隆重举行。展览以“多维向度——中国水墨

画的当代拓展”“中西融合——中国写意在中国当代艺术

中的转换”“大美乡情——中国民间美术精品”三个子项

目构成。其中“大美乡情——中国民间美术精品”展分为

“纸韵乡土”“影叙千秋”和“傩仪神采”三个单元，展

出馆藏中国民间美术珍品，剪纸 21套、皮影 12套、面具

33套。正如中国美术馆吴为山馆长在展览中介绍的：“本

次展览向墨西哥人民展示当代中国的艺术创造。并以‘中

国写意’作为主体精神，阐释在继承传统、融汇世界的发

展方向上，中国美术家们所作的探索和努力，以及取得的

成就。”通过对外交流展览，不仅展示中国民间艺术的独

特魅力，更为民间艺术产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此外，2018年 12月 5日至 2019年 2月 18日，由中

国美术馆、韩国艺术殿堂共同主办的“来自中国美术馆的

艺术似与不似：对话齐白石”在韩国首尔艺术殿堂书艺博

物馆举办。展览以二十世纪中国艺术大家齐白石的艺术创

作为核心，以“重塑形神：造像中的对话”“师古会通：

面对写意传统”和“画吾自画：似与不似之魂”三个部分，

以对话的理念来阐释中国艺术写意精神的内在延续和逻

辑，通过《荷叶莲蓬》《白头小鸟笺》《群鱼》《天竹》《墨

兰》《群虾》《花鸟草虫册 12 页》等齐白石创作的经典作

品，在写意与工笔交相辉映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展览以齐白石的艺术为出发点，通过八大山人《荷花》《竹

石灵芝图》《鱼》《鹤鹿凫雁》等代表作以及吴昌硕《天竹》

《桃石》《三色木点》等作品清晰地诠释齐白石艺术重要

的师承轨迹。中国写意艺术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对

于中国艺术的发展以及中西艺术的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

吴作人、李斛、靳尚谊、吴为山等现当代艺术家以齐白石

形象以及八大山人、吴昌硕、齐白石的形象为载体进行了

艺术再探索，运用不同的艺术形式，以齐白石“妙在似与

不似之间”的笔墨写意理论为基础，进行艺术创新与发展。

展览以艺术交流的形式让韩国观众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

博大精深，理解中国近现代美术发展的精彩脉络，感受写

意艺术的魅力。展览结束后，此展还在中国美术馆进行展

出，使国内广大观众也可以通过人物形神、历史文脉和艺

术风格三个展览视角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的写意精神

有更加直观的体悟。 

美术馆语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促进学校美育与社

会美育的互仿渐融，摒弃“重用轻本”的倾向，通过对

艺术的鉴赏、评判、甄选等思想活动使自己的主观思想

与展陈理念达到共鸣，实现美术馆语境下思想政治教育

的互动与拓展。文化软实力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基于文

化而具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

影响力。国际交流展览以艺术的形式通过美育的平台提

供了中西方艺术对话交流的契机，为思想政治建设提供

更广阔的空间，用直观、生动的文化经典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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