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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密风，曾任鲁迅美术学院教授、工艺美术系主
任、副院长、终身荣誉教授。她是我国著名的工艺美术
教育家、工艺美术理论家、设计师、水彩画家，也是我国
工艺美术设计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其在教育生涯

和艺术创作历程中始终注重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和精神基因的
注入，留下了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艺术作品与理论著述，培育了
几代美术与设计人才。尤其是她自成体系的水彩画呈现出技艺
中西交融，内蕴中国画美学思想的盎然生机。

JIANLI
艺术家简历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文化和旅游部 2019 全国美术馆
馆藏精品展出季·辽宁美术馆馆藏精
品展——乌密风繁花似锦的艺术世界，6
月20日至8月30日在辽宁美术馆展出。

展览开幕后收获了业内与业外的一致好
评，人们审美的目光是一致的。乌密风
丰厚的艺术人生无法一一尽述，撷取其
中可贵的几点，展现给读者与美术工作
者，共同推进艺术事业的繁荣发展。

1920年11月，乌密风出生于浙江
省杭州市，其父乌叔养是与徐悲鸿同
时代的著名油画家和水彩画家。幼承
家学、天资聪慧、极佳艺术环境的熏
陶，使乌密风从内心热爱上了美术。
1937年秋，乌密风考入国立杭州艺术
专科学校高职，3 年后升入本科图案
系学习染织、装潢、室内装饰与工业造
型。在校期间，乌密风受教于林风眠、

滕固、陈之佛、吕凤子、邓白、庞薰琹、
雷圭元、傅抱石、李剑晨等著名教授。
他们中的每一位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中
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受教的过
程中，乌密风不仅学习他们高超的艺
术造诣，更学习其人格与精神品质，领
悟融汇中西的艺术理念，尤其注重吸
纳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绘画的精华，
这使乌密风受益终身。

师从林风眠、陈之佛、庞薰琹等名家

1952年春，乌密风夫妇来到东北
鲁迅文艺学院，乌密风任美术部工艺
图案课讲师。从此扎根鲁美开展艺术
教学与研究创作。1981年至1983年，
乌密风任鲁迅美术学院副院长。其
间，组织筹建了鲁迅美术学院工艺美
术系，创立装潢、染织两个专业，并多
次领队参与完成北京人民大会堂辽
宁厅、北京农业展览馆、中国美术馆、
北京火车站等公共建筑的艺术装饰
设计工作，获得中国美术家协会的设
计大奖。

乌密风在工艺美术理论及工艺美
术设计教育理论领域著述颇丰、成就
斐然，代表性著作有《敦煌图案》《敦煌
藻井图案》《花卉图案》《中国传统纹
样》等。《敦煌图案》一书，曾由朝花出
版社以英、法、德、俄多种文字出版，受
到国内外同行的一致好评。

乌密风的理论研究和成果凸显了
其独具特色的工艺美术思想，主要体
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坚持“专业理论服
务于设计实践”的基本原则，确立“设
计形象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基本理念，
掌握“审美规律适用于社会需求”的基
本方法。在设计方法和图案设计领域
创造性地提出具象、意象、抽象是方案
设计的三种因素，构图、形象、色彩是
图案设计的三个要素这两种基本思

想，并深入探讨工艺美术设计中“古为
今用”与“洋为中用”的辩证关系，提出
面对传统艺术不能单纯复古，面对时
代冲击不能武断回避，面对外来文化
不能盲目照搬的重要结论。

乌密风在设计教学领域编有《图
案基础》《织锦图案》《装饰壁挂》《地
毯》等十几种教材及讲义。

她的著述不仅令人客观深入地
理解中国古代传统装饰艺术的特征
脉络，还通过教学实践，深刻影响、培
育了一批又一批工艺美术设计英才。

耕耘工艺美术60年

乌密风：探索民族化艺术表达的水彩画大家
本报记者 凌 鹤

乌密风（1920 — 2004年）
我国著名的工艺美术教育家、工艺美术

理论家、设计师、水彩画家，也是我国工艺美
术设计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曾任鲁迅美
术学院教授、工艺美术系主任、副院长、终身
荣誉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艺
美术家协会会员、辽宁省美术家协会顾问及
常务理事、辽宁省工业设计家协会副理事
长、中国流行色协会顾问、第三届及第四届
中国文学艺术界工作者代表大会代表，沈阳
市政协委员等。

出生于杭州，1943年毕业于国立杭州
艺专。从事艺术研究、艺术教育60余年来，
设计了大量印花布图案、刺绣、织锦缎、地
毯、壁挂、壁画以及电影海报、宣传画等优秀
作品，并多次参加国内外举办的美术作品展
览，其中，“敦煌颂”获全国美术院校师生作
品优秀奖。擅长水彩花卉，早年曾在重庆、
兰州、敦煌举办画展，百余幅作品为国内外
收藏家收藏。主要著作有《敦煌图案》《花卉
图案》《水粉画集》《乌密风画集》等。

1943年，乌密风从国立杭州艺专
毕业后，怀着对祖国艺术遗产的无限
崇敬，历尽艰难来到敦煌，接受伟大祖
国传统艺术的教育与熏陶。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原院长常沙娜
回忆道：“上世纪40年代初，在沙漠边
陲，荒无人烟的艺术宝库遗址——敦
煌莫高窟，集聚着一批不畏困苦，意气
风发，向往学习祖国传统文化艺术的
年轻艺术家，其中就有刚从国立杭州
艺专毕业的乌密风、周绍淼夫妇。他
们是敦煌艺术研究所（1943年正式成
立时的名称）的首批应聘艺术家和学
者，是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开拓者，也是
敦煌艺术的历史传承人。”

常沙娜深情地说：“乌密风老师
是我少年时代在敦煌莫高窟学画时
的重要启蒙老师之一。给我留下印
象最深的是，在中唐的代表窟第 159

窟内，他们临摹原大的‘文殊菩萨和
普贤菩萨’画幅，我紧随其后摹写着，
学习他们描稿、设色、勾勒的全过
程，包括对人物的“开脸”、服装的衣
纹描绘，以及对佛光、服饰等装饰图
案的用色等技法，并识别唐代画风
特征，获得了宝贵的知识。所有这
些都成为我后来练就基本功的重要
示范。”

乌密风等艺术工作者以手中画笔
在断岩峭壁上临摹古代各历史时期的
藻井、佛光、边纹、饰带等图案以及各
类主题丰富的壁画图像，其中尤以临
摹唐代佛教的变相题材绘画最为出
色。在苦心钻研古代绘画的优秀传统
和精湛技巧的过程中，不仅积累了丰
富的创作素材，更为日后的创作、教学
与工艺美术教育事业的开创，奠定了
丰厚的民族传统艺术基础。

敦煌艺术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从鲁迅美术学院副院长职务
卸任之后，乌密风潜心于水彩画
创作，展现出惊人的艺术才能。
她说：“20多年来，我拿着画笔踏
遍了祖园的许多乡村、公园和苗
圃。每年随着季节作花卉写生,收
集素材。我总是不断地观察、速
写、写生、默写和记忆，闲时及冬
季则整理素材与创作。我非常注
意花的神态、动态及色彩变化等
特征。我爱向日葵气魄宏大，精
神气势不凡；那秋天的菊花、冬天
的水仙更具有其独特个性，更为
我所偏爱。花卉的花期很短，一
年一度的花开花落，年复一年的
观察写生，我不再满足于单纯的
对景写生，深感水彩画是很普及
而又是难度很高的画种。”

“水彩画要创新，就要具有敏
锐的观察、表现能力；要有雄厚的
造型基础与色彩修养；要有中国
画的意境、韵味与情趣和水彩画
本身所具备的丰富美感特色和有
装饰味的夸张变形。”

“在水彩画中探索民族化问
题，已成为我的新课题，这就要求
自己对东西方艺术加强学习与理
解，兼容并蓄，去做新的耕耘，要
闯出自己的新路。要创新，就要
到生活中去发现美，并寻找相应
的表现手法。”

乌密风吸收了英国水彩画塑
造形象的特色，又提炼林风眠大师
笔下的花卉特征，经过内心感情的
重构，创作出再现的花卉形象，既
虚合宁谧，又厚重斑斓，既恬静淡
雅，又蓄积张力，表达强烈的生命
力，有着写意中国画的诗情画意。

鲁迅美术学院原院长宋惠民
教授谈到，凡是欣赏过乌密风水

彩花卉作品的人都会被作品中高
雅的艺术品位、清新的艺术格调
和磅礴的气魄、灵动的意境乃至
深厚的功力所折服。她的水彩作
品《牡丹》《水仙》《扁竹莲》《向日
葵》等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其中，

《牡丹》曾荣获全国第三届水彩、水
粉画大赛银奖。她将花卉视为自
己生命的独特关怀，欣赏者通过
她的作品体味到纯真的艺术之美
和艺术家返璞归真的人格之美。

常沙娜清晰记得，乌密风七
八十岁时，仍以乐观恬静的心态
善待生活。虽然一只眼睛失明，
仍孜孜不倦地作画。她2001年和
2002年画的《向日葵》《睡莲》《牵
牛花》等水彩作品，依然表现出充
满生命感的花丛意境，抒发了纯
正的情感和活力。

乌密风的学生，鲁美教授王庆
珍回忆：“有一次去乌老师家，赶上
乌老师正在画白色的花，她在白花
的位置画上了大片灰色，我看着眼
前瓶子里的花，想不出这灰色块下
一步怎么办，觉得它有点儿深，而且
面积也有点儿大了，接下来我不眨
眼地看着乌老师一笔笔让这片灰

色在周围颜色的对比下，变紫、变
绿、变黄,变得在视觉上有无数的色
彩效果。每每读乌老师的画，其用
笔、用色都让人觉得酣畅淋漓，从不
在细节上纠结，却让人在画中品味
出无数的细节。乌老师对色调、色
温、色度的掌握，及在绘画的空间、
深度上都体现出色彩的震撼力。
在强光、弱光、散光和亮光等特色表
现上非常有创意。现在想来，乌老
师画的不仅仅是花卉，更是气势、氛
围、内涵、修养。乌老师是用心去诠
释她的世界。”

辽宁美术馆馆长冷旭说：“作
为东北水彩画界的代表人物，乌密
风的作品自成体系。本着展示和
弘扬本土文化的宗旨，以乌密风的
作品展献礼祖国七十华诞。”

“我不倦地跋涉，是因为我心
头总是燃烧着希望之火，这就是
我为什么那么喜爱活泼盛开的花，
用毕生心血去表现其生命的动
力。”乌密风从事艺术创作研究、工
艺美术教育60余年，深耕其中，以
严谨的治学态度、渊博的理论学
识和高尚的人品修养深刻影响了
几代艺苑学子成长为栋梁之材。

水彩画融汇中西 生机盎然

当乌密风的水彩画作品出现在视线
中时，那份独特，那份吸引力，令人驻
足。画里画外所呈现的是艺术积淀的丰
厚。这份积淀有踏遍田野的脚步，有对
景写生的功力，有不断探索、思考的意
境，有民族绘画语言与西方绘画技法的
交融，有明晰的中华民族美学思想。

我们了解到乌密风家学渊源以及受
教育背景非常优越，但生活绝非养尊处
优，4 岁丧母，父亲长期留学海外，乌密
风被寄养在父亲朋友家中长大。经济的
困窘，使得乌密风无法选择学习最喜欢
的油画，因为费用高，转而学习工艺美
术。大学毕业后一头扎进艺术殿堂敦
煌，敦煌艰苦的生活条件常人根本无法
适应。但致力于钻研传统艺术宝藏的乌
密风、常沙娜等一批青年艺术家，以顽强
的意志，紧握画笔，如饥似渴地在断岩峭
壁上临摹古代各历史时期的藻井、佛光、
边纹、饰带等图案，以及各类主题丰富的
壁画图像，完成了艰巨的临摹任务，为国
家作出了巨大贡献。

正是这样的训练和见识，使得乌密
风更加热爱民族艺术，克服了生活中的
艰辛，化苦为乐。她的艺术积淀从未停
止，晚年仍醉心于水彩画创新，探索民族
语言的艺术表达，终生注重理论与实践
的同步发展，并取得突出成就。

世间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艺术积
淀是终身修为，是一场没有止境的奋斗。

艺术积淀是终身修为
凌 鹤

《向日葵》

《荷花之五》

《小鸟》

《水仙》

《带绿叶的牵牛》

《红花》

《蔷薇花》

《白色野花》

本文摄影 邢桂铭 崔文馨

李克强在2019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发表特别致辞后回答问题以及同国际工商、金融、智库、媒体界代表对话交流实录
（上接第三版）
嘉士伯集团主席弗莱明·贝森巴

赫：尊敬的李总理，您好，非常感谢您
今天上午精彩的致辞。我是来自大学
的代表，我们和中国科学院有良好的
合作。我一直感叹中国政府对教育和
研发投入大量资金，也相信对教育和
研发的投入是最佳的方式，能让我们
去应对今天面临的挑战，包括气候变
化、环境变化和生态多样性的挑战。
我有两个问题，都是关于民营企业发
展的，中国政府正在逐步落实进一步
减税降费政策和金融支持政策，以推
进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发展。第一
个问题是，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日趋
不利，中国政府是否会出台更多措施
帮助民营企业生存和发展？第二个问
题是，中国政府将采取哪些措施释放
中国这个大市场的潜力？

李克强：很高兴在这里见到来自

大学的教授，我认为达沃斯论坛既
是经济论坛，是商界朋友的聚会，也
是学界人士参与的重要论坛。这样
就可以显示这个论坛既是开放的，
也是包容的。

现在世界经济增长在放缓，保护
主义在抬头，中国经济也面临新的下
行压力，它比较直接的体现是对中国
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乃至
于有些企业的生存产生影响，所以这
是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的。

对经济发展来说，特别是对决策
者来说，首要关注的还是就业，而中国
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支撑了中国
80%以上的就业。他们是支撑中国就
业的主要力量，他们创造的经济总量
也占到60%以上，所以也是中国经济
发展的重要支柱。考虑到中小企业面
临的困难，我们在今年年初就出台了
普惠性减税的措施，对中小企业，这里

面主要是民营企业进行减税两千亿元
人民币。此后，今年5月1日，我们对
各类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采取减
税的措施，全年总量是一万七千亿元
人民币，大量的中小企业会从中受
益。现在要把这个举措坚决兑现。

但是我们也发现，仅靠财政政策
是不够的。现在中小企业、民营企业
还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而
且一般来说，中小企业融资的成本都
高于大企业，甚至是明显高于大企
业。所以我们要采取措施，把中小企
业、民营企业融资的实际成本降下
来，而且要明显降下来。我们今年向
降一个百分点的方向努力。

考虑到今年经济形势的复杂性，
我们已经做了预判，所以适时出台了
一系列措施，可以说当前财政方面减
税的力度是空前的，而且这个措施是
最公平、最直接、最有效的。货币政

策我们在保持稳健的过程当中也注
意适时适度地微调，应该说现在货币
供应量总体上是合理充裕的，问题是
在于怎么样通过有效的传导措施，让
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到今年年底确实
感觉到实际利率明显下降了。

从宏观政策讲，我们有加大定向
降准力度的工具，会适时运用。我们
也还有融资的其他方面的工具，定向
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我认为
现在的问题是要把这些政策举措能
够有效地传导到企业身上。刚才你
们问了很多问题，中国的理念是明确
的，将坚持改革开放，打造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但是，由
于各地情况不同，你们可能会碰到这
样那样的问题，我们并不否认，也会
积极努力去解决，包括提到的民营企
业发展当中遇到的困难。我相信，困
难在出现过程当中，只要正视它，不

断解决它，经济的基本面就一定会
保持向好，当然挑战从来都是难以
避免的。

我同意你刚才所说，发展教育是
基础。中国是大家都看得见的近 14
亿人的大市场，但是中国的发展韧性
还在于现在有一亿七千万受过高等教
育或职业教育的劳动力。如果我们的
人均受教育年限在现在10.5年的水平
上再提高1到2年，如果我们受过高等
教育和职业训练的劳动力超过2亿乃
至3亿，我相信它的创造力是难以估
量的，它提供的市场潜力更是巨大
的。中外企业的竞争会更加公平，各
国之间互为发展的机遇。谢谢。

施瓦布：非常感谢李总理阁下，
您知道在座有很多都是工商界的领
袖，他们理解管理一个公司的难处，
我想请他们想象一下管理一个国家
的经济，考虑到对社会和就业的影

响，考虑到对14亿人口的责任，这是
多么艰巨的一项任务。而且在经济
的发展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逆风，
可能会遇到全球环境颠覆性的突发
事件、没有想象到的事件。但是在您
今天上午的讲话和您刚才对5个问题
细致的回答当中，我们能感受到中国
经济有强有力的领导力，也有着一幅
非常细致的路线图。我们对中国的
未来也有信心，我们愿对您和中国政
府在未来去承担充满挑战、但是极具
重要意义的推动中国发展重要任务
上给予更大力的支持和良好的祝愿。

李克强：谢谢施瓦布先生，也欢
迎在场的外国朋友们，不管是商界的
还是学界的，能够更深入地参与中国
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我们乐
观地面向未来，但正视面临的挑战和
困难。我们包容发展，互利共赢，为
了中国，也为了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