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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蒙古博物院，有一件闪耀着历
史光辉的瑰宝——元青白釉刻花莲花纹
盘。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静静地诉
说着元代瓷器的辉煌与魅力。

这件盘子器型规整。在元代，盘类
器物的使用极为广泛，无论是日常盛放
食物，还是在礼仪场合中作为陈设，都有
着重要的地位。它承载着当时人们的生
活点滴和文化习俗。

其釉色为青白釉，釉面光洁如镜，色
泽清透淡雅，仿佛一泓清澈的湖水，给人
以纯净、雅致之感。据内蒙古博物院讲
解员秦娜介绍，青白釉是元代瓷器中常
见且极具代表性的釉色，它的出现展现

了当时制瓷工匠对釉色的精准把控和独
特审美追求。

而盘上的刻花工艺更是令人赞叹不
已。工匠们以高超的技艺在瓷胎上精心
刻画出莲花纹。这些刻花线条流畅自
然，深浅恰到好处，犹如灵动的笔触在瓷
盘上翩翩起舞。莲花纹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寓意丰富，象征着纯洁、高尚和吉祥。
元代瓷器上的莲花纹饰造型生动，简洁
的线条勾勒出莲花的优美姿态，反映了
当时人们对自然美的崇尚以及宗教文化
的深远影响。

元代是中国瓷器发展的关键时期，
青白瓷和青花瓷的烧制技术都迈向了新

的高峰。青白釉刻花作为元代瓷器的一
大特色，充分彰显了当时制瓷工艺的精
湛水平。这件元青白釉刻花莲花纹盘，
就是那个时代的杰出代表，它见证了元
代瓷器从选料、制胎到施釉、刻花等一系
列复杂工序的高超技艺。

从收藏角度来看，这件盘子因其精
美的工艺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了收
藏家和博物馆竞相追逐的对象。它不
仅具有实用价值，更是研究元代瓷器工
艺和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通过它，我
们可以穿越时空，触摸到元代的历史脉
搏，感受那个时代的艺术气息和文化底
蕴。

在鉴别这件元代瑰宝时，有几个要
点需要注意。首先，观察釉色的均匀性，
真正的元代青白釉应均匀一致，无明显
色差。其次，留意刻花纹饰的精细程度，
线条应流畅自然，体现出工匠的高超技
艺。再者，胎质的细腻度也是关键，元代
瓷器胎体通常较为厚重，质地细腻坚实。

元青白釉刻花莲花纹盘，它是内蒙
古博物院中的璀璨明珠，是元代瓷器的
杰出典范。它以其独特的器型、精美的
釉色、精湛的刻花工艺和深厚的文化内
涵，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让我们对元代
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和感悟。

元代瑰宝：青白釉刻花莲花纹盘
●本报记者 杨永刚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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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赏析

颉元芳水彩画《远方》赏析
●赵海忠

颉元芳的水彩画作品《远方》获得“第三届中国美术奖暨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

展”金奖，这是中国美术界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国家级最高奖，也是此次中国水彩领

域内唯一的金奖。这次获奖填补了内蒙古自治区美术领域“中国美术奖”金奖的空白，

提升了内蒙古美术在全国的位置和影响力，对于内蒙古美术领域，尤其是水彩绘画专

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带动作用。

颉元芳是内蒙古第一位获中国美术奖金奖的画
家，《远方》是全国唯一获得第三届中国美术奖金奖的
水彩画作品。

《远方》是一幅纵式水彩画，规格为 132×165CM。
画作的背景由两部分组成：上半部分是清晨明净的天
空，约占三分之一；下半部分是有小河流过的厚重的
草原，约占三分之二。颉元芳的作品大多是单色背
景，像《远方》这样有天空、草原、小河等具体实物背景
的作品并不多见。作品的主体是一男一女两个蒙古
族牧民，天际线大致在他们的肩部平稳地左右延伸，
显示画家的视点略低，有突出主人公形象的效果。画
中人物身着民族服装，体格健硕，呈侧前后站立状。
男女主人公眼睛微眯，视线集中，静望远方。作者给
我们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观众会自然而然地顺着
男女主人公的视线把目光探出画外，同样延伸到远

方，显示了特殊的艺术张力，充满美好的憧憬和期
待。这样的艺术处理，观众感到画外有画，且意在画
外，正如欧阳修《六一诗话》记载梅尧臣语，“状难写之
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有如“牧童遥
指杏花村”之意。这既是一种创作技巧，更是一种美
学追求，画家成竹在胸，方可大胆运用，从而产生突破
画幅的效果。

画作天空色调较淡，兼有写意成分。实际上，颉元
芳绘画作品整体也在追求某种“神似”或“本质”。她说：

“我的水彩创作将持续表现蒙古族人物，在这一题材范
围内不断挖掘和完善。现阶段我一直在造型方面探索，
力求使自己作品中的蒙古族形象更加主观和自由。提
炼、抽取蒙古族人的精神面貌，民族特质，将其概括，简
洁化，使人物更加真实，更加本质。”这里的“主观和自
由”“提炼、抽取”“将其概括，简洁化”“使人物更加真实，
更加本质”，都是强调“神似”，而不是单纯强调“形似”。
作为呼应，地上小河的颜色与天色相近，既是本色，也算
倒影，使画作上下两部分背景得到自然过渡和有机衔
接，增加了作品的动感。草原颜色较深，表面看这体现
了早晨的光照特点，实质上是奠定作品凝重厚实的基
调。巧妙的是，同样作为呼应，男女主人公的面部、手部
颜色较深，在画作上半部清亮的背景上嵌入了重彩，与
天空和小河相呼应，达到整个作品色块上的榫卯交错，
密合无间。做到这一点，需要有对颜色的特殊敏感和调
度。男女主人公衣服和皮肤的色彩会给观众留下深刻
的印象，大到袍面，小到头巾、帽子，领口、腰带、滚边，靴
子，脸面、头发，无不相互照顾，彼此呼应。凡是男主人
公身上有的颜色，总能在女主人公身上找到相同或相近
的颜色，反之亦然。这是一种艺术的相谐，也是一种生
活的相和，令人心生向往之情。

中国古代绘画理论有“曹衣出水、吴带当风”之
说，颉元芳笔下的蒙古袍，宽大、厚重、温肥、褶皱宽
深，颇有垂地感。这些特点，一方面是写实性的表达，
另一方面又有意夸张放大而与其作品思想内容整体
风格相一致。日常生活中，腰带作为蒙古族服饰的重
要组成部分，色彩缤纷，规格各异，与蒙古袍形影不
离。《远方》中男女主人公都身系腰带，腰带在画中的
上下位置基本一致而又有所错落，作为画作的横线左
右延展大气而平顺，就达到了这样的效果。《远方》男
主人公脚穿蒙古平底圆头靴，蒙古平底圆头靴古朴端
庄、站稳行远，因其防寒效果好，穿着便利，蒙古族中

老年男女平时经常选用。靴子一般会自然地置于画
作的底部，从而给人以厚重踏实稳定之感，是颉元芳
蒙古族人物画的重要元素和标志。

颉元芳一直在关注草原生活，描绘牧民形象。这
样“远方”就有了特定的时代、地域和民族含义。

颉元芳多年把蒙古族牧民作为自己的题材选择
和描绘对象。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画家应当遵循
的一条根本原则，要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
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文艺创造。热爱人民不是一句
口号，要有深刻的理性认识和具体的实践行动。颉元
芳的作品深深根植于内蒙古草原，长期把牧民作为画
作的主人公。一个年轻画家，能够有这样的艺术自觉，
把刻画牧民形象作为一贯的题材选择，足见其创作的
恒心和信心，足见其对蒙古族牧民的倾心和诚心。

重要的不是画什么，而是怎么画，这是一个画家取得
成功的根本和关键。综合看颉元芳画作的构图、色彩、视
角等，她与她笔下人物的关系，平等，近密，亲和，既不居
高临下，也不冷漠隔阂。她以平和之心捕捉普通牧民日
常形象，把人物放在温和的背景下悉心描绘，不同于一般
的画模特，更不玩观念、炫技法。颉元芳对牧民爱得真
挚、彻底，她不把笔下的普通牧民当作工具去表达什么，
普通牧民本身就是她的目的。颉元芳对她作品中的牧民
一直持正面褒奖态度，其画笔浸透情感，二十多年一以贯
之发现、挖掘、刻画普通牧民本真、朴实、善良、自信的形
象和精神品格，从根本上贯彻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
艺理念。

颉元芳的作品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
观照现实生活，展示蒙古族人形象。她的蒙古族人物
绘画作品光明、美善，既如实反映生活，又显得主观自
由，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特别是看到祖国北疆草原这道亮丽的风景线。这美
好、希望和梦想，这道亮丽的风景线，必然对观众产生
积极向上的思想启迪和精神激励。

（本文摘自《中国民族美术》2020 年第 3 期《评颉
元芳的蒙古族人物水彩画》 作者系内蒙古艺术学院
教授、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质朴表达北疆风情

根植草原 精心创作

陈坚（中国美术家协会水彩画艺术委员会名誉主
任）：

颉元芳的作品《远方》主要以传统水彩的表现技法
为主，借用油画中“彩”的凝重法，在用彩和水上非常讲
究，用笔比较含蓄，作品有着蒙古族本身特有的精神和
特色，其艺术语言有着强烈的时代感和力量感。她以理
智的思考、激情的创作为应答，作品有一种细部的精美
和整体的大气之美，显示出了深远思想和文化内涵。作
品将时光凝固，将光与时间冻结，让观者感受到更多的
神秘世界和生活与生命的深度，作品捕捉到人物丰富的
内心世界——人性精神的明朗、刚毅、乐观、温良、质朴、
虔诚……作品中人物的气质有种天然的质朴，在劳作及
往复的脚步声中发出思考的力量。作者生长在内蒙古大
草原，对生长的土地和人民有着深厚的情感。她作品的
独特之处在于她水彩语言的当代性探索以及她对生命本
身、人与自然等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作者拥有较强的写
实功底，随着对艺术创作的深入理解，使她对内蒙古这片
土地上的人们倾注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深厚的情怀。她
用全部的情感默默地注视着眼前的人民，以清新的水彩
色调，让他们静止在一个闭合的时空画面里，聚结成草原
生活的蒙古族人的群像，传达出感人的精神力量。作者
所探索的不仅是传统绘画语言的新表现方式，更是人与
社会和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让我们从中体验到了东方
文明的智慧和内敛的情感。

本文图片由颉元芳提供

专家鉴评

颉元芳：获得这个奖项对我来说是特别激动的，也
很意外，虽然自己也一直在努力，并为这个展览做了充
分的准备，但确实没想到能拿金奖。能为内蒙古赢得这
份荣誉自己也很荣幸。内蒙古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有
着肥沃的艺术土壤，这里的草原画派艺术家众多，有很
多优秀的画家，我从这些前辈的身上吸收了丰富的营
养，才得以成长，慢慢形成自己的绘画风格。所以说，今
天我实现了内蒙古“中国美术奖”金奖零的突破，并不是
我一个人的荣誉，是内蒙古的画家一代一代努力、积淀
的结果。

我的水彩画一直以表现蒙古族人物为主，我希望在
自己的作品中表达出我对这个民族的认识、理解和态
度。蒙古族这个群体是非常丰富而醇厚的，我想表达的
是他们坚强勇敢，深沉内敛，真挚朴实的一面，于是我把
人物的造型一步一步向这种感觉上推近，身体更加粗壮
以显示健壮且敦实，凸显的结构都浑圆起来，使人物显得
朴实，醇厚，踏实可靠，线条粗且简约以呼应人物的性格，
眼睛更加细小，颧骨更加宽大，连接头部与躯干的脖子更
加粗短，以形成稳固结实的体态。最终形成的这个蒙古
族人物形象就成为我的作品中蒙古族人普遍具有的基本
特征。在此基础上，再表现具体人物的特点，这便形成了
我对蒙古族人的诠释——浑圆，敦实，彪悍，朴拙的形象。

画家感言

画家颉元芳

致读者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精神根系，绵延着

历史的厚重与传承。当我们翻开《呼和浩

特日报》，读者也渴望在字里行间寻得一

方滋养心灵的天地。于是，《鉴赏》版应运

而生，它宛如一扇新开启的窗，让我们走

进艺术的缤纷世界，让更多元的文化之

光，照亮我们的阅读视野。

颉元芳的水彩画作品《远方》获“第三届中国
美术奖暨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金奖

颉元芳的水彩

画作品《来自草原的

祝福》入选第十四届

全国美术作品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