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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泠印社 2020 年春季拍卖会将于 8 月 7 日下

午至 8 月 10 日在浙江世贸君澜大饭店举槌，8 月 5

日至7日同地举行预展。

本季西泠春拍中国书画古董珍玩全门类、三十

个专场精品迭出。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风在起

时——纪念林风眠诞辰 120 周年特别专题”，包括

六件国立艺术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首任院长林

风眠的孤品佳作。六件作品分别为1919年作纸本

彩墨《大师图》，画于留学前夕；纸本彩墨《思》；

1929 年作绢本彩墨《集义图》；1932 年作绢本彩墨

《群雀》以及两件1939年作纸本水墨《风景》。

作品来源可靠，出自同一藏家，都创作于对于

画家本人来说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

两件罕见的绢本彩墨《集义图》与《群雀》，创作

时间正是1929、1932 年林风眠在杭州初任校长期

间，在画面上，林校长深情地落下了“西湖”款。这

几件珍贵画作都是首现拍场，折射出画家从出国学

习前的细致认真，到担当大任的浑然天成，再到身

处历史漩涡时的“高山流水”。

林风眠曾说，在杭州时天天到苏堤散步，饱看

了西湖的景色，并深入在脑海里。所以身在“西湖”

边的作画，如今看来，是林老一生中最直抒胸臆最

惬意的艺术表达。吴冠中在 1992 年 8 月为当时即

将出版的《林风眠全集》所作的序言中以这样的文

字结尾，可见“西湖”在林风眠一生中的重量。

绘于1919年的《大师图》，根据款识，可以推测

应完成于他出发去法国前，为家族长辈所画，那时

他还名为“凤鸣”。从画作中，不难看出林风眠扎实

细致的绘画基本功和写形传神的模仿功力，完美印

证了他在学生时代的模范生故事。

从画风和笔墨风格来看，作品《思》应作于回国

后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左右，很像是一幅自画像。低

头思考的男子被长长的风衣外套包裹着，伫立在树

叶已经落光了的街头。下笔如刻刀，极简的笔触、

飞白的效果、黑色的裱边，头重脚轻的男子，靠身后

的建筑来“维持”平衡构图，中景的树干增加了主人

公的孤单无助感，画家似有千言万语要表达。

现存的林氏作品，大多为上海时期和去香港以

后所作。所以 2020 西泠春拍的这一批画作，更显

珍贵。 本报记者 林梢青 通讯员 马骏

西泠2020春拍预展启幕

看，林风眠写下的“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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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绵阴雨中，葛家村青砖黛瓦的庭院里，千年古

井旁，甚至电线杆上，墙头和转角随处可见的景观小

品⋯⋯你都会看到，这座位于宁海县偏僻一角的小

山村换上的“艺术”新装。

自家美术馆里，66岁的叶仙绒把儿子刚题好诗

的几幅折扇作品一字排开；56岁的袁小仙在自家开

的民宿里，又坐到了缝纫机前，动手做一只布偶兔；

不远处，39 岁的葛品高调整着自家酒吧的灯光，试

图将百年老宅变得新潮，迎接年轻人的光临⋯⋯

他们都是在这座小山村中土生土长的村民。去

年四月，缘于一场“艺术振兴乡村”试验，他们变成了

“乡建艺术家”，亲手构建起遍布村庄的文艺景观，亲

手将自家房子改造成艺术空间，亲手用艺术点亮了

这座只有1606人的村落。

葛家村““变形记变形记””
本报记者 张蓉/文 王建龙/摄

小山村来了艺术家
这是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丛志强播下

的艺术种子。去年4月，在宁海县的邀请下，他带着

3 名研究生住进了葛家村，意在用艺术解答一道难

题——和很多地区一样，宁海县每年都要花费大量

资金用于乡村建设，但往往规划设计千村一面，资金

利用率不高⋯⋯为此，宁海以艺术破题，启动“艺术

家驻村行动”。

葛家村地处山脚，有 1200 多年历史，平静安

宁。丛志强就看中了它的普通，“试验核心就是在师

生的指导下，催生村民内生动力和创造力，积极参与

到艺术振兴乡村中。”

袁小仙并不觉得自己从小就会的缝缝补补是艺

术，直到在丛志强团队的帮助下，她第一次做起绒布

偶。照着他们画好的鱼图案，她花了一天一夜时间，

做成了，“一开始做得没那么好看，但我很感兴趣。”

袁小仙越做越顺手。14岁的儿子帮忙画图，她

又动手做了12生肖等100多个布艺玩偶。大象、长

颈鹿、兔子、海豚⋯⋯袁小仙将这些生动可爱、形态

各异的绒布玩具挂上了墙，“粉小仙手工艺院”应运

而生。

叶仙绒 66 年的人生轨迹除了家就是地头。丛

志强发现了她家宝贵的资源——保留着很多老物

件，承载着他们的家庭记忆和文化；她的儿女、孙子、

外甥的书法都写得非常好。于是，葛家村第一个家

庭美术馆——“仙绒美术馆”诞生了。耗时三四天，

叶仙绒腾空杂物房，把跟了自己大半辈子的千工床

等各式古老的嫁妆都陈列了出来，将儿孙的书法作

品、女儿的绘画作品装裱挂墙。

给大学师生上课
在丛志强团队的指导下，村民开始迸发他们的

艺术激情，个个变成能工巧匠，从图纸设计到施工造

景全部自己动手。

如今，葛家村已打造出 40 多个艺术共享空间、

300多个文创品。村子美了，人气回归。一年多来，

全国各地 200 多批参观考察团纷至沓来，小山村吸

引了10多万人的目光。

袁小仙把自家房子腾出三个房间，改造成了民

宿，“生意很好，上个月收入就有两万多。”她手工制

作的各式布偶玩具也被抢购，一只恐龙布偶卖了

120元。

“仙绒美术馆”开张后的一年里涌入了六七万

人，这让叶仙绒夫妻俩生活多了好多精彩，“儿女都

住在城区，以前我家很冷清，现在热闹了，还有老外

来，逛完就要买我展出的作品，开心啊！”

每个月，“仙人掌酒吧”让葛品高多了三四千元

的盈利。他更开心的是，老宅不仅被保留了下来，还

成了年轻人喜欢的地方。

去年 12 月，袁小仙、葛品高等 10 位葛家村村

民走进了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悲鸿讲堂，他们

给高等学府的师生上了一堂艺术课，讲述各自所

演绎的葛家村“变形记”。台下座无虚席，网络直

播达到 500 多万次的浏览量。“连做梦也想不到，

我们这些村民能站在名牌大学的讲台上。”回想

起那一天，葛品高至今仍觉得骄傲，“这是最高的

荣誉。”

乡建艺术团在葛家村成立了，包括袁小仙、葛品

高在内的全村130多人都成了乡建艺术家。他们被

分为7个小组，最大的82岁、最小的10岁，以自己的

审美与能力打造乡村的艺术空间。而艺术振兴乡村

葛家村品牌也正对外输出。葛家村与附近的前童鹿

山村、西店崔家村已签约共建艺术乡村，这些乡建艺

术家被争着抢着去做艺术顾问。

一位大学教授播下艺术的种子，宁海葛家村村民变身
“乡建艺术家”，靠“创艺”挣钱，还去大学讲课⋯⋯

做手工的袁小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