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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庆 祝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75 周 年 ，深 化 落 实 文 化 惠 民
工程，西太湖美术馆特别策划的

“看见——首届凡人书画展”将于
27 日在西太湖美术馆开幕。展览
聚焦“平凡人的艺术”，让“看见”看
得更远，以此致敬每一位热爱生活
的平凡人，满怀深情献礼祖国华
诞！

首届“凡人书画展”以“看见”为
主题。展出的100件作品，从我市

社会各界人士的近300件投稿中精心
遴选出来，涵盖了国画、油画、书法、剪
纸等不同艺术形式，表达了或生长于
毗陵、或移居于龙城的平凡百姓，对于
祖国大好山河的热爱、对于如今美好
生活的赞颂、对于城市创新发展的期
待、对于民族文化艺术的自信……届
时还将有特别邀请作品，惊喜亮相本
次展览。

近年来，“人人都是艺术家”不再
作为艺术史上的某种立场，而成为推

动美术馆作为公共文化空间进一步
转型的新质力量，跨越年龄、地区、社
会身份的他们既是时代发展的亲历
者、见证者，也是“万亿之城”建设的
奋斗者、领跑者。“凡人”中有屡获殊
荣的“劳模”代表，有身残志坚十几
年如一日伏案创作的“艺术信徒”，
有警察、教师、医生，也有奔走在大
街小巷的快递小哥，还有从“一线”
岗位退休、安享晚年美好生活的“逐
梦者”……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

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
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举办“凡人书
画展”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人民的故事，总要人民来
说，人民的艺术，也终将归于人民。

本次展览由常州市总工会、常州
日报社、常州市文化馆、常州西太湖科
技产业园管委会主办，常州市新文艺
群体联合会协办，伟驰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和西太湖美术馆承办。展期至 10
月 27 日，免费面向公众开放。

“看见——首届凡人书画展”27日在西太湖美术馆开幕

艺术的归处是人民

刘焕焕

吴之琯在画
史上名声不显，
文献记载极少，
作 品 流 传 亦 鲜
见 。 明 末 清 初
藏 书 家 姜 绍 书
所 著《无 声 诗
史》（所录皆明
代画家）是较早
介绍他的，简略
说道：“字汝廷，
武 进 人 。 赋 性
萧 疏 ，巾 而 不
栉，清修茹素，
屡空晏然，望而
知 为 山 泽 之 臞
也。写山水、人
物、花鸟博综往
哲，淹润精工。”
康 熙《常 州 府
志》：“吴之琯，
居梅里，人呼为
九蓬头，以自幼
未 冠 也 。 善 画
人 物 ，清 洒 绝
俗。”乾隆《武进
县志》则载：“吴
之琯，俗呼九蓬
头，擅画神佛，
庄 严 端 好 。 晚
年 尤 能 于 寸 楮
上作《西园雅集
图 》，精 巧 绝
伦。”从这三条
记载可以得出，
吴之琯字汝廷，
生卒年未详，武
进（今常州）人，
居住在梅里（今
无锡梅村镇）。
是一位居住在山
林乡间、不修边
幅的隐逸画家，
人 们 给 他 起 了

“九蓬头”的诨
号。他山水、人
物、花鸟皆擅，能
融合古人之长，
笔墨精雅秀润，尤以人物、神佛为妙，
清洒绝俗。

常州博物馆藏《潇湘四景四条屏》
名款为“梅里之琯”，其他传世作品落
款亦有写“梅里”者。按古人的习惯，
款署里籍基本为郡望或世代居住之
地，几乎未见有冠以侨居之地者，所以
吴之琯的家乡应是无锡梅里。但可能
由于他也经常在武进生活，所以《无声
诗史》说他是武进人，亦被收录乾隆

《武进县志》。康熙《常州府志》则比较
谨慎，仅说“居梅里”而不言具体籍
贯。明时无锡县、武进县皆属于常州
府，吴之琯的活动地主要在这一带。

从吴之琯《潇湘四景四条屏》画
风上看，他受文徵明一路影响较大，
讲求理法，笔墨精谨苍润，而落款书
风则有晚明追求的奇崛古朴之态，故
可推测其生活的年代大约是在隆庆、
万 历 年 间 。 此 屏 为 绢 本 ，每 屏 纵
140.5厘米，横37厘米。款识分别为：
山市晴岚；烟寺晚钟；潇湘夜雨；江天
暮雪。梅里之琯写。因绢本年久晦
暗，每屏款下印章多模糊，然依稀可
辨所钤都是两方相同的印章，朱文为

“汝廷”，白文为“吴之琯印”。
潇、湘是流经湖南的两条河，二

河交汇于今永州市区南部。河流沿
岸及交汇之处烟波浩渺，景观奇特，
历代文人墨客不断地以文学和绘画
赋予它美学的意蕴。潇湘景色入画
早在唐代就出现了，李白、杜甫都有
题潇湘画作的诗歌。到北宋时期，

“潇湘八景”开始流行，沈括《梦溪笔
谈》载宋迪善画平远山水，其得意者
有“八景”被好事者传之，除上述四景
外还有平沙雁落、远浦帆归、洞庭秋
月、渔村落照。这八景只有洞庭秋月
点明了具体地点，其余皆是理想化的
山水意象，并无具体所指。这种超越
地域限制的主题极大地方便了画家
发挥想象力，没有亲临过潇湘实景的
画家仍可创造出自己理想中的画作，
所以潇湘母题的绘画在南宋就东传到
日本和朝鲜。

历史上画“潇湘八景”的比“四景”
的多，当然，吴之琯这四条屏也有可
能原是八条。吴氏画作极罕，这四条
屏绘制极为用心，颇有意蕴，格调非
凡，堪称其代表性力作。乾隆有《吴
之琯〈烟村牧笛〉》诗，可能是题他的
画作。上述提及吴之琯笔墨受文徵
明影响较大，然空间纵深感更强烈，
兼用晕染，应得益于浙派，可见他的
博采众长。历史上像吴之琯这样的
名头不大但作品不俗的为数不少，我
们应多予以关注，这样才是丰富多彩、
有血有肉的绘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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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清水秀 柏丽祥

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徐锡澄

纵横 徐学群

王维诗一首 沈敏

秋色 胡燕波

绝壁悬飞瀑 周琪

贵妃醉酒图 许万才

祖国万年春（剪纸） 姜锡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