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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美展中国画展”是如何完美呈现的
——— 山东美术馆倾力筹备国展的台前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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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国画作品展”在济南开展以来，“美术馆跑”成为新时尚。每个开

馆日九点不到，就会出现千余人向着山东美术馆奔跑的“奇特景观”，不多时，美术馆门前便会排起百米

长队，高峰时，队伍长达300米，不少观众拖着行李箱专程前来观展。

如今，“全国美展中国画展”已接近尾声，台前幕后无数的精彩在山东美术馆持续上演———

9月26日上午10：30，“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览中国画展”在山东美术馆隆重开幕。各级领导嘉
宾、专家学者、老艺术家代表和参展作者代表、中央
及省市媒体代表等千余人出席开幕式。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著名国画家何家英表
示：“本届全国美展是超越了历届的。展览整体上体
现出一种宏大气象，作品中却表现出生活的深入细节。
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情感汇集在一起，才描绘出今天中
华民族在复兴过程中的壮丽画卷。作为曾经奋斗在创
作一线的画家，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是十分感动的。”

作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与新中国同
龄、五年一届的我国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国家级综

合性美术作品展览，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自申办之日便
备受瞩目。

2018年12月，第十三届全国美展展区申办会在北
京召开。山东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强大的硬件设
施、丰富的大型展览组织经验、广泛的群众基础等优
势，在与多省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全国美展
最受关注的展区——— 中国画展区的申办权，实现了山
东申办“全国美展”零的突破。

申办现场，山东美术馆馆长、山东省美协主席张
望激动地表示：“承办全国美展,是山东美术馆新馆建
成以来的盛事。我们将倾全力把每一件作品都展示
好、呈现好，不辜负创作者们的心血和汗水，不辜负
观众的嘱托和期盼。”

盛大启幕：打造全国美展独家记忆

在山东美术馆1至3楼的11个展厅中，展出了604件
“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国画展”入选作品，包
括进京作品88件(含获奖提名作品12件)。中国美术界国家
级最高奖——— 中国美术奖·创作奖，便可能从中产生。

这些作品，是从各省市选送的1184件参评作品中，
经专业评委严格评审选出的，代表了我国近五年来中国
画的创作水平和发展成就。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驻会
副主席徐里表示：“展览体现出中国画传承有序、不断
创新发展的良好趋势。透过这些作品，我们欣喜地看到
中国画发展的新变化、新格局和新面貌。”

展览中，从反映现代社会发展变化的宏观事件，到
表现百姓生活的微观变迁；从“一带一路”上的精彩，
到脱贫致富的攻坚；从代表中国速度的“高铁”，到见
证中国奇迹的“天眼”……传承与创新的理念并重，工
笔与写意的技法交融，现代与传统的文化碰撞——— 时代
的气息扑面而来。

展览完美呈现的背后，是半年时间里，筹备团队每
天的朝七晚十；是收件过程中，布展团队不分昼夜地戴
着白手套，对“画不靠墙、框不落地”原则的一以贯
之；是布展过程中，设计团队彻夜不眠的五易其稿……

精心布展：让浓缩五年的精彩完美呈现

山东美术馆四楼展厅，山东
美术馆自主策划的“溯源——— 历
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文献展”正
在展出。

“文献展”分为影——— 视频
访谈、像——— 展览照片、文———
文字实物、展——— 作品图片、
望——— 观众留言五大板块。通过
对全国范围内征集到的1949年以
来历届全国美展相关报纸、杂
志、图书、海报、照片、视频等
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力求全面地
展现全国美展的发展历程和中国
美术事业的发展脉络，具有很高
的学术价值。

据山东美术馆学术研究部主
任李生介绍，“文献展”于2019
年3月开始筹备，工作人员曾先
后 8次前往中国美术家协会、
《美术》杂志社、中国美术馆、
国家图书馆、雅昌文化集团等单
位查阅、调取文献资料，并面向
社会公开征集实物资料；同时组

织拍摄组赴北京、上海、天津、
重庆、广东、广西、浙江、江苏
等省市，对70余位历届全国美展
参展艺术家、理论家、评委进行
了专访。他们曾在七月流火的北
京背着摄像机骑行数十公里；在
闷热的影棚内连续多天拍摄孤本
资料15个小时以上；在晚上和周
末对30万字的文字资料去伪存
真、去粗取精……

历经半年时间，“文献展”
筹备团队共搜集到各类媒体报
道、评论文章130余篇，约30万
字 (最终采用约 5万字 )；作品
集、图录等书籍资料150余册；
入场券、请柬、纪念封、海报、
入选证书、奖牌等实物资料50余
件；专题研究论文35篇。采访专
家影像时长近50个小时，制成了
约100分钟的访谈专题片……

开幕当天，“文献展”赢得
了著名美术理论家尚辉、李一、
陈履生等人的纷纷点赞。

脉络梳理：于细节处重温新中国美术发展史

美的教育：从尽精微到致广大

在山东美术馆公共教育部的
办公室，一张计划表贴了整面
墙，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全国
美展期间预约的参观单位和参观
日期。

“我们每天光是预约电话都
要接到手软。现在，已经接待了
包括大中小学生、艺考机构、各
地市美协等百余个团体，”山东
美术馆公共教育部主任赵军介
绍，“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们每人每天至少要讲5场，有时
中午连饭都顾不上吃。”

山东美术事业的群众基础广
泛而深厚。据了解，山东县级以
上美协会员6万多名，其中中国
美协会员1581名，数量位居全国
第一；山东美术高考生源历年位
居全国之首，每年输送数以万计
的美术人才。于是，在筹备之
初，山东美术馆便将“营造浓厚
美术氛围，提升美术教育品质”
列为重要的办展目标，举办主题
参观日的设想由此产生。

比如，在中学生参观日时，
设计“鉴赏学习任务单”，引导
学生带着问题意识去参观，根据
作品展开深度思考；在教师和各

地市美协参观日时，邀请展览入
选作者进行导览，从思路、构
图、技法等专业角度解读作品，
现场专业人士间的切磋、探讨也
不亦乐乎。

美术教师毕文慧在参观结束
时兴奋地说：“看到原作真的很
震撼！作品带给我的不仅有题材
上的感动，还有情感上的共鸣！
展览反映了中国画在当代的传承
和创新，‘笔墨当随时代’的理
念贯穿始终。作为一名教师，我
也要肩负起用美术传播正能量的
责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积极的
生活方式和状态。”

除了为团队“量身定做”特
色参观日，山东美术馆也通过专
家在线直播、导览二维码等科技
手段为所有观众营造最佳的观展
体验。

此外，山东美术馆还针对不
同观众群体策划了多种形式的美
育活动：如邀请理论家、艺术家
等举办系列学术讲座，邀请国画
家指导中小学生现场临摹，邀请
非遗传承人开展互动体验活动，
邀请“小记者”团在展览现场采
访、讲解……

打卡网红地：在沉浸中收获别样体验

展览期间的每个周六，山东
美术馆都会开放夜场至晚上9：00
之后，这时仍有不少观众迟迟不
愿离去，李女士就是其中的一
员：“我在东边上班，前不久在
经十路上看到你们外墙上红色的
‘国展’标志和醒目的馆标，就
想周末带孩子来看看，没想到美
术馆这么有意思，下周我还得拉
着朋友们一起来！”

李女士说的红色墙体贴绘和
醒目的馆标，是山东美术馆为迎
接全国美展而专门布置的。美术
馆对1 . 4万平方米的外部墙体进行
了全面清洗和重新装饰，通过醒
目的墙体标识、指示牌、道旗、
入口以及馆标、夜景灯光秀、户
外雕塑长廊，吸引观众走进美术
馆。同时，对美术馆内部软硬件
持续改造升级，如改造提升场馆
墙地面、展厅温湿度设施，增设
服务台、免费饮水处、茶歇区，
升级儿童体验区，打造时尚阅读
区，推出“国展”特定饮品西
点，改造升级文创空间，新增音
乐盒、靠枕、杯垫、气球狗等百
余款兼具创意和生活美学的商
品……美术馆成为热门的网红打
卡地，刷爆朋友圈，不少像李女
士这样的新观众在假期纷纷二
刷、三刷山东美术馆。

除了吸引越来越多的新观众
走进来，山东美术馆也让越来越
多的老观众留了下来。场馆内，
常常有一群穿着红色T恤的叔叔
阿姨在人群中穿梭服务，他们就
是本次国展的山东美术馆志愿者
团队。国展期间，山东美术馆近

百人的志愿者团队中近5成是中老
年人，其中年龄最大的张阿姨70
多岁。这些志愿者多为山东美术
馆此前主办的“成人油画公益课
堂”的学员。

据山东美术馆党总支书记柳
延春介绍，在山东美术馆新馆建
成投入运营的6年里，年均观众数
70万人次以上，且每年以10%以上
的速度增长。“人民有所呼，我
们就要有所应，要努力把美术馆
打造成综合性沉浸式的美育现
场。在筹备全国美展之余，通过
开展‘美术馆+’的形式，打造
‘美术馆+书店、儿童体验区、
文 创 空 间 、 饮 品 店 、 西 餐
厅……’让美术馆真正成为民众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现
在，我们这儿除了是网红打卡
地，也是好多电视节目的取景
地。”柳延春笑着说。

据统计，第十三届全国美术
作品展览中国画作品展自9月26日
于山东美术馆开幕以来，观展人
数屡创新高。开展3天观展人数达
4 . 5万余人；国庆期间，7天累计
接待观众达8万人次、日均观众量
突破万人、外地观众超过四分之
一，为去年同期观众量的3倍；媒
体发稿量超过千篇，观展手册和
门票连夜加印数次……

而开馆6年，平均每年要举办
70余场大型展览的山东美术馆始
终保持着“乱云飞渡仍从容”的
定力，在保证安全秩序、维护观
展环境的同时，倾情倾力打造每
一场美的盛宴、人民的盛会。

（王真真）

展览开幕式盛大、庄严，现场嘉宾云集

展览现场

山东美术馆外观

美术馆内的阅读体验区

展览学术研讨会

孩子们在展厅临摹

“溯源——— 历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文献展”现场

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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