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而優則仕的國畫家馮遠，如今擔任中國文聯

副主席、書記處書記，中國美協副主席，清華大

學美術學院名譽院長等要職。身兼藝術管理者和藝術家兩種身份的馮

遠，除了倡導中國文聯及中國美協描繪時代畫卷外，他本人還堅持丹

青寫生，創作了一系列反映當代人生存狀態和社會變化的作品。馮遠

表示，面向現實、表現時代應該是中國藝術家的責任所在。

■香港文匯報記者秦占國、王玨、方金蘭

訪談

「藝術家應該是時代的歌者。」曾有8年知青下鄉

經歷的馮遠，至今依然對身在農村的鄉親父老懷有深

厚感情。隨㠥中國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

轉型，當代中國社會中的農民階層，成為了弱勢群

體，他們的喜怒哀樂、悲歡疾苦，無不牽動畫家的

心。在十一屆全國美展中，他創作了《我們》，畫的

是6個新生代農民工，透過對其精神面貌和服飾道具

的精心描繪，展現了他們完全不同於上世紀90年代初

第一批進城農民工的全新風貌。

關注現實 鄉土情懷
而在他另一幅以農村生活為藍本的水墨人物畫《鄉

童》（又名《明日之子》）裡，畫面上一群活潑可愛的

農村希望小學的男女學生，好像剛剛下課，歡蹦亂跳

地嬉笑㠥迎面跑來。背景是一大片牆壁似的黑板，黑板上孩子們

用粉筆畫滿了自己的理想和希望。馮遠特別在題跋上寫下一段感

人至深的文字：「甲申暮春、乙酉元月、丙戌七月，余隨中國美

協廿餘位書畫家攜作品分赴西藏、寧夏、江西捐贈希望小學建

設，一路感受貧困地區孩童求學熱望，欠發達鄉村少年渴求新知

的純真心願，親歷身受，感慨繫之，遂作此圖，以志存念。」

對此，馮遠表示，藝術家是土地的兒子，《鄉童》裡那些奔跑

㠥的鄉村孩子的笑臉，胸前飄動㠥紅領巾，身後斑駁的黑板，都

描繪㠥對未來的希冀。這一切，昭示㠥中國農村的明天。

1952年 生於上海，著名中國畫家、美術教育家。畫作曾入選第五、七、八、

九、十屆全國美展，獲各類獎項10餘次。撰寫論文、評論、教材近百

萬字，出版畫集、畫冊、專著15種。大量畫作被海內外美術館和藏家

購藏。

1994年 任中國美術學院副院長、教授，從事中國畫藝術創作、教學及理論研

究，主持學院的教學、創作、科研管理工作。曾獲優秀教師和國家有

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榮譽稱號，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1999年 調任國家文化部藝術教育科技司司長

2001年 任國家文化部藝術司司長

2003年 任中國美術館館長

2005年 任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中國美術

家協會副主席

2008年 任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名譽院長

記者：兩年前，武俠文學大師金庸正式加盟中國作

家協會，成為兩岸三地關注的新聞。我們注意到，近

兩年多來，有越來越多的香港文化、藝術界精英人士

北上加入了作協、美協、影協等「國家隊」。能介紹一

下此事的緣由？

馮遠：回歸以來，港澳地區與祖國在文化方面的聯
繫與合作進一步加深，文化界的三地交流也日益增
多，很多香港澳門的藝術家紛紛要求、迫切希望能夠
加入內地的各大藝術家協會，以便與內地藝術家進行
更為充分的交流，以繁榮、提升文藝創作的水平。

文聯首誕16港澳委員
可以說，港澳藝術家們的入會熱情非常高漲，他們

通過各種機會，透過各種管道來表達這個訴求，如主
動參與內地文化活動，或在三地文化團體機構互訪
時，呼籲加強聯繫共同組織策劃活動，還有不少藝術

家直接向駐港澳聯絡辦，以及中宣
部等各有關部門反映這種要求。
記者：中國文聯及下屬各藝術家

協會吸納港澳藝術家入會是怎樣的

程序？

馮遠：中國文聯經過多方協商，
於2006年11月中國文聯第8次全國
代表大會之際，首次接納劉詩昆、
汪明荃、曾志偉等16位港澳文藝界
代表人士出席大會，並當選為全國
委員會委員，香港攝影家陳復禮、
作家查良鏞(金庸)為榮譽委員。

各協會廣納港澳精英
此後，經中聯辦與中國文聯及其他中央部門溝通，

中國文聯所轄的各全國文藝家協會陸續修改章程，吸

納港澳籍藝術家以個人名義入會。2008年12月11日，
中國美術家協會第7次全代會，徐嘉煬、蕭暉榮等12名
港澳人士成為美協會員；兩周後召開的中國電影家協
會第八次全代會，吸收成龍、劉德華、陳可辛等13位
港澳影人入會，其中成龍還被票選為該協會副主席。
除中國美協、中國影協，隸屬中國文聯的全國藝術

家協會還有中國戲劇家協會、中國音樂家協會、中國
曲藝家協會、中國舞蹈家協會、中國民間文藝家協
會、中國攝影家協會、中國書法家協會、中國雜技家
協會、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近年來，隨㠥各協會陸
續換屆，各協會修改章程，積極吸納港澳文藝精英入
會。
記者：您如何評價港澳藝術家加入「國家隊」後對

兩地交流所發揮的作用？

馮遠：事實證明，兩地藝術家通過進一步交流與合
作，增進了友誼和理解，也進一步促進了兩地文化藝

術的繁榮與發展。今後中國文聯及下屬各文藝家協會
將繼續發揮自身優勢和獨特作用，積極開展民間文化
交流，特別是加強內地和香港、澳門的交流與合作，
以促進三地的文化繁榮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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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遠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指出，當前中
國藝術日益繁榮、創作百花齊放，但同時，

一些藝術家缺乏參與社會和主動關注社會的意
識，過度追求個性化、私密化的情感宣洩和體
驗，而那些體現理想、抱負、公眾意識和社會責
任感的東西越來越少，「這不是一個好現象，值
得今天的藝術家警醒和反思。」他認為，任何一
個成功的藝術家，其傳世之作中，除了藝術技藝
方面的貢獻，還必須包含對其所處時代的關注和
思考，否則，很容易淪落為一種炫技派。

關注民生 有所擔當
近幾年來，馮遠積極推動文聯及美協，開展多

種形式的活動，例如采風寫生、創作、展覽、學
術研討等，鼓勵藝術家直面大眾，關注民生，進
行現實主義創作：為關注農民工這一特殊群體，
中國文聯和美協聯合其他一些機構在北京、杭州
兩地舉辦「時代畫農民，農民畫時代」大型農民
畫展，並積極吸納廣大農民畫家參與創作；組織
美術家展開紅色之旅，深入井岡山、會寧、延
安、西柏坡等革命聖地寫生、考察，重溫先輩足
跡和革命歷程；組織新疆寫生活動，用畫筆描繪
新疆巨變，向海內外展現新疆的真實面貌；連續4
屆舉辦北京美術雙年展，新一屆雙年展策展主題

關注融入當下人類社會的全球性問題—「現實與
未來」，以表達當代中國與世界各國藝術家關注各
自不同的文化身份、文化立場和藝術擔當⋯⋯

筆蘊俠骨 水墨史詩
在繁忙公務的片暇之餘，馮遠亦不捨丹青，創

作了大量遣興抒懷之作。這位曾以《秦隸築城
圖》、《星火》、《世紀智者》等一系列歷史主題
性創作蜚聲業界的大家，近年來更多的將目光轉
向社會快速發展中的普通人物和底層民眾。他憑
借藝術家的敏感觸覺和學者的理性思考，將現實
感受與人文關懷緊密結合，勾繪出一幅幅反映當
代人生存狀態和社會發展的時代畫卷。
馮遠表示，自己創作的一系列當代中國都市、

農村和西部人物畫，從不同側面展示了生活在不
同環境、不同身份的當代人的不同生存狀態和精
神面貌，作品既有對人性大美的禮讚，也不乏對
都市病態的辛辣批判。在其創作的《都市百態系
列》（1998）、《都市一族系列》（2000）等當代都
市人物畫中，形形色色不同職業的都市人形象躍
然紙上，真實呈現了當代都市社會的眾生相；而
《虛擬都市病症系列》中，則體現了一個知識分子
對慾望都市中負面現象背後的精神透視。馮遠用
16個分組排列的黑白特寫人物頭像，集中揭示了

現代人性的另一面。視覺強烈的16個面部表情，
或滿臉偽善，貪婪奸詐；或焦慮浮躁，萎靡不
振；或諂媚恃寵，自欺欺人；或妄自尊大，驕奢
淫逸⋯⋯這些病態的特寫頭像誇張而怪誕，暗含
了作者心憂當下的沉重與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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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遠作品：《秋擷圖》。 資料圖片

■香港著名作家
金庸已加盟中國
作家協會。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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