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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叶子申

11月8日—12月4日，中国

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大型漆壁画

《长城颂》创作文献展在厦门市美

术馆展出。这也是《长城颂》创作

完成以来首次举办创作文献展。

业界认为，《长城颂》将创作文献

展的“第一次”留给厦门，毫无疑

问是对这座城市的偏爱，也彰显

了厦门在中国漆画版图上的重要

性。

记者注意到，厦门作为全国

漆画艺术发展的重要基地，拥有

得天独厚的漆画艺术氛围和优

势。近年来，厦门已成功举办多场

重量级漆画艺术展览活动，并成

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之外唯

一设立的漆画艺术委员会的常驻

地。“由此，此次在厦门举办《长城

颂》创作文献展，对于进一步推动

厦门漆画艺术的繁荣发展具有重

大意义。”《长城颂》主创、清华大

学美术学院教授程向军这样说。

中国漆画界“黄埔军校”
据了解，漆的发现与使用在

中国已有数千年历史，中国现代

漆画脱胎于传统漆艺。从20世纪

20年代开始，中国现代漆画艺术

经历了萌芽孕育期、探索发展期，

再到如今的活跃期，成为一个生

机勃发、前景无限的画种。

“在中国美术的百花园中，福

建漆画已然成为中国现代漆画的

一面旗帜。”厦门大学艺术学院美

术系教授、中国美协漆画艺委会

副主任兼秘书长汤志义说，近半

个世纪以来，福建漆画一直处于

全国领头地位。厦门也特别重视

漆画艺术的发展，早在2002年就

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了首届全

国漆画展，并连续举办了多次全

国性的漆画展。20多年来，福州、

厦门两座城市承办的全国漆画展

览项目占全国所有漆画展览的半

数以上，对中国漆画发展作出了

巨大的贡献。

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

叶细致认为，厦门是中国现代漆

画艺术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中国

漆画界的“黄埔军校”。跨入21世

纪以来，中国漆画发展大事几乎

都与厦门有关。全国性漆画展、五

年一届的全国美展，厦门乃至福

建的漆画入选数占全国美术展览

漆画三分之一以上。其中，全国美

展漆画方面产生的7块金牌，厦

门就占了5块。厦门市更是将漆

画作为艺术品牌，纳入城市文化

发展战略予以长期支持。

厦门市美术馆也以举办展览

为契机，收藏漆画作品300余件，

为我市积累了宝贵的艺术财富。

如今的厦门，不论是漆画教

研、漆画创作、漆画产业都有了长

足发展，立体化、多层次、复合型

的漆画生态已逐渐建立起来。

厦门漆画教研创作并重
厦门的漆画发展，存在教研

与创作并重的特点。近年来，我市

高校不断为中国漆画输送人才。

2018年，全国首家以独立系

建制成立的漆艺系在福州大学厦

门工艺美术学院成立，将厦门的

漆画教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到

目前，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

院培养了超千名漆画艺术家，有

80多件作品在全国性美术作品

展览中获得重要奖项。”福州大学

厦门工艺美术学院漆艺系主任、

教授苏国伟说，该校的漆画专业

已形成比较科学、全面、系统、独

特的漆画教学模式。

厦门大学艺术学院的漆画专

业开设于2006年，在此后发展中

取得了亮眼成绩，特别是教师张

玉惠，在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

美术作品展览中，其创作的漆画

蝉联“中国美术奖”最高奖。

此外，华侨大学、集美大学等

高校也设置了漆画课程或工作

室，培养出了一批青年创作者。

不仅如此，厦门民间还涌现

出了多家专业的漆画收藏机构。

位于文化艺术中心的莲福美术

馆，收藏了国家级重要展览的金

银铜奖作品以及获奖作者的作品

1000多件，还参与举办了诸多展

览和艺术交流活动。而位于殿前

的红顶美术馆也致力于举办漆画

展览，推动漆画艺术成为厦门这

座城市的一张亮丽名片。

推动漆画艺术繁荣发展
不过，在采访中，不少专业人

士坦言，厦门的漆画产业发展，存

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目前厦门

漆画市场并不成熟，创作、交易、

拍卖等环节比较薄弱，不少漆画

从业者因为生存问题改行。”莲福

美术馆馆长叶水省告诉记者，漆

画要发展，人才是关键，应该进一

步加大漆画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

度，并创造条件留住他们。

也有人提出，目前，漆画的价

值被严重低估，优秀的漆画无法

卖出与之匹配的价格，致使漆画

收藏市场不温不火。

中国美协漆画艺委会主任、

厦门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金华直

言，厦门漆画产业有待全方位发

展，应该做到让客人到厦门可以

见到最好的漆画家、看到买到最

好的作品，这样才算是真正名副

其实的漆画强市、大市。

有业内人士建议，厦门应该

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将漆画

产业发展列入全市艺术发展和文

化产业重点，着力构建政府、企

业、高校、科研机构、社会联动机

制，通过打造漆画艺术区，从机制

保障、资金配套、宏观政策、科研

创新、产学研用一体化等方面发

力，不断推动厦门漆画产业向好

发展。

厦门逐渐形成多层次漆画生态
漆画教研、创作、产业都有长足发展，是全国漆画艺术重要基地

市民在厦门市美术馆观看大型漆壁画《长城颂》创作文献展。记者陈理杰摄

推荐人

国家一级导演、中国电影
家协会理事、中国夏衍电影学

会第五届理事会会长江平

1.关注“今日海沧”“海西

晨报”官方微信，点击“汉字

推荐”菜单荐字

2.关注“今日海沧”“海西

晨报”官方微博，在评论区荐字

3. 在 ZAKER 厦门频道

汉字文化

系列活动

报道专区

荐字

4. 扫描“一字千金”互动

小程序二维码荐字

荐字通道

同“根”同源
紧紧相连

汉字为媒 书写文化融合故事

2024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评选活动自11月4日启动荐
字以来，受到两岸各界人士广泛关注。海峡两岸同属中华
民族，共享中华文化，具备文化融合的深厚根基。多名文化
界嘉宾畅所欲言，分享对年度汉字的见解和感受。

（记者潘薇）

在 江 平

看来，“根”象

征本源、传承，

象征无法割舍

的纽带。两岸

文化交流日益

频繁，两岸民众深刻体会到，无论

身处何方，来自中华大地的文化根

源始终将彼此紧紧相连。江平推

荐“根”字，借此表达对两岸交流日

益繁荣的欣慰，以及对两岸未来携

手共进的期盼。 （记者谢晓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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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字不仅表达了两岸人民

的共同心声，更是对未来的积极展

望。”李雅华认为，文化是沟通的桥

梁，是共同的财富。“多年来，我们致

力于推动两岸文旅融合，开展形式

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让我们以

‘盼’为舟、以‘行’为帆，共创两岸美

好明天。”李雅华说。（记者陈翠仙）

“美”是孙维新对2024年最真实

的感受。他时常往返于两岸，在一次

次交流中，看到了大陆的“美”。孙维

新说，汉字承载着中华文化，希望两

岸同胞能通过汉字文化交流，更紧密

地连接彼此。“无论是自然之美，还是

文化之美，美美与共，希望两岸共享

美好。” （记者陈翠仙）

推荐人

厦门惠和股份董事长、国家级非遗
惠和影雕代表性传承人李雅华

以“盼”为舟 以“行”为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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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人

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馆长孙维新

汉字之“美” 两岸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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