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项报告 

项目名称：吴作人萧淑芳合展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被资助（或委托）机构名称：  

项目开始时间：2018-04-01 

项目结束时间：2019-04-15 

预算金额：0元 

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 

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7950.90 元 

运作模式：运作 

服务对象：所有人 

服务领域：艺术 

服务地区：北京 

 

项目总结： 

一、项目简述 

值吴作人先生诞辰 110 周年之际，我基金会联合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家协

会和中央美术学院，在中国美术馆共同主办“执手同道——吴作人、萧淑芳合展”。 

 

二、项目完成情况 

“执手同道——吴作人、萧淑芳合展”于 2018 年 9 月 21 日至 27 日在中国

美术馆举行。 

吴作人（1908-1997）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他早年

留学欧洲，回国后西行变法，创作出中国气派的油画风格，并创立了熊猫、牦牛、

骆驼、金鱼等一系列中国画前所未有的样式，影响深远。萧淑芳（1911-2005）



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她与吴作人一生相伴，温柔娴雅，而自己终身执教艺术，

创作不辍，其作品清新恬淡，高贵雍容，风格独立鲜明，是中国近现代女性艺术

家的典型代表。 

此展通过两人的四段经历——“同进学，初见”；“同道，不相见”；“重

逢，结同心”；“同路，各千秋”——以 300 余件作品，梳理吴作人、萧淑芳两

人从各自的发展到相濡以沫的一段段转折的过程，表现两个人之间相互映照的关

系，以此展开艺术家的创作经历、内心世界和一代宗师的胸怀与远见，以及和睦

而美好的家庭生活。 

为了更好地宣传两位艺术家的艺术成就，在中国美术馆展览结束后，制作了

3D 网络互动版，并把“吴作人萧淑芳合展”以 360 度全景线上形式放到网上，

供学界免费研究交流与学习。 

（详情见附件一《项目实施》） 

 

三、项目成效与影响力 

展览兼具学术性和观赏性，展出以来，受到业界专家和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评价此次展览是“非常重要的学术成果”，认为基金

会通过“吴作人档案”的开展与深入，将“吴作人先生的学术个案做成美术界对

前辈艺术家研究个案的一个范本”。 

2019 年 4 月该项目在完成最后的费用报销后结项。 

（详情见附件二《项目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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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项目实施 

《执手同道——吴作人萧淑芳合展》展览文字 

 

前言 

 

“吴作人萧淑芳合展”展出的是 20世纪一对艺术家夫妇的作品。 

吴作人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是中国二十世纪“百年巨匠”之一。

他早年留学欧洲，回国后西行变法，创作出中国气派的油画风格，并创立了熊猫、牦牛、骆

驼、金鱼等一系列中国画前所未有的样式，影响深远。他在 1950年代至 1990 年代领导了中

国的艺术教育和艺术创作的学术方向与技术探索。吴作人一直得到了夫人萧淑芳女士的陪伴、

支持和理解。 

萧淑芳出生于民国元勋之家，其叔父萧友梅是孙中山的政治秘书，也是中国现代音乐的

奠基人。而她自己幼年国画受齐白石指点，油画得徐悲鸿亲炙，游学欧洲，是民国女性知识

分子的典型代表。她与吴作人一生相伴，温柔娴雅，而自己终身执教艺术，创作不辍，其艺

术成就俨然成为一代独立风格的女性大家。 

夫妇都是艺术家，他们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既有各自的经历，也有交叉的经验，在艺术

上，既有独自的探索，又有互相影响的因素，甚至有时还共同作画，互为模特。从夫妇艺术

家的互相关系切入来研究艺术和历史，是一个特殊的角度，具有特别的意义。此展侧重于吴

作人、萧淑芳两个人之间相互映照的关系，以此来展开艺术家的创作经历、内心世界和一代

宗师的胸怀与远见，以及和睦而美好的家庭生活。同时梳理他们两人从各自的发展到相濡以

沫的一段段转折的过程，跌宕生姿，漪涟交集。 

 

 

吴作人厅导言与文字 

 

吴作人出生于苏州的一个传统文人画家家庭，其祖父是当地知名画家。但在他出生之时，

正遇中国风起云涌的大变局。出于对劳动人民的关怀和救亡图存的责任，吴作人选择艺为人

生，从现实主义入手，从写实技法切入。早年不在苏州学传统国画，而是到上海，追随田汉、

徐悲鸿，将艺术的表现与社会的改造与批判相结合。民国初年由于新文化运动和左派文艺思

想的熏染，他的艺术带有民国时代最普遍的特征，而这种特征并不是风花雪月，而是为了国

家的进步要学习西方的真理。于是他加入了留学西方的潮流，在欧洲的学院他是获得桂冠称

号的最优异的学生，得到了欧洲艺术界的认可。学成后他将这一套技术和教育方法带回国内。

吴作人是向中国引入西方素描和油画继徐悲鸿之后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吴作人素描 

吴作人的素描是欧洲素描的正统，与达芬奇、拉斐尔、伦勃朗、德拉克罗瓦一脉相承。

主要用边线处理透视与结构，注重对对象的生气的把握，力求概括。今天回顾，除了直接受

欧洲传统熏染之外，作为一个中国江南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所带有的特殊的诗意和才情，以

及书法、诗词的家学，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 

吴作人晚年素描的变化，与被画的对象本来并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除了人体之外，无



论风景还是动物，都与早年的题材一致。但是，吴作人后来加进了一个很特殊的力量，就是

50岁以后开始学习篆书。正如同赵孟頫当年建立的笔墨原则“石如飞白木如籀”，吴作人早

年的素猫是熟练使用草书的结果，特别体现在素描人体的边线转折上，一如赵孟頫以飞白（写

草书时笔锋的提按转折）画石，实际上强调的是对象的转折和丰富的凹凸状态。当吴作人学

了篆书并且经过一段时间的充分练习之后（可见圆厅正面的“嘤其鸣矣”），篆书的笔法注重

线条自身的质量超过了对线条表现力的追求。当他再用这样的手法画素描的时候，突然笔锋

本身不转，强调线条的厚重与刻凿的金石感，于是画出来的素描就有一种老辣的笔划本身的

美感，而不仅仅是对象表现的准确。 

 

吴作人油画与“中国气派” 

吴作人来自没有油画传统的中国，他在欧洲学习并熟练掌握了油画色彩的冷暖关系和暗

部处理，以及对质感表现的精到笔法和刀法，被欧洲的同行认为其作“挂在我们博物馆里毫

不逊色”。 

回国以后，吴作人并不满足于将欧洲的手法用于中国的题材创作，而是立下雄心，要在

欧洲油画之外，继续创作一套造型和色彩的中国油画“气派”（风格）。于是他断然离开从欧

洲带回的油画的色调和笔法。由于中国人的皮肤颜色偏重，黑色的头发很难处理结构和色彩

关系，而江南和蜀中的景色，水气氤氲，朦胧淡雅，没有欧洲景物和人体所带有的强烈的色

调和冷暖对比，暗部也不容易出现透明微妙。所以吴作人首先在中国的西部寻找强烈明亮的

色彩（与法兰西和低地国家的色调完全不同），同时又从敦煌的古代壁画中重新发现了色彩

强烈而协调的并置方法，这些色彩配置并不直接来源于对象，而是具有与“意义”表达之间

的结合（在宗教中，佛教头像每一段色彩都有一定的宗教象征意味），画面的整体效果来自

于几块色彩之间的对比安排和整体的设计，从此一改欧洲带回的画风，从敦煌和中国的自然

和人物的独特色彩关系中，逐步创造了一种新的油画方法。 

 

吴作人国画 

吴作人秉承徐悲鸿的理论和实践，将素描引入国画。在徐悲鸿去世之后，带领中央美院

非传统国画的老师，用水墨画画，开辟史上著名的“十张纸斋”，要求每个学到西方造型技

术的艺术家，必须在中国的水墨材料上获得体现和发展，所谓“十张纸斋”即指每天画出十

张水墨画，一时出现了如李斛《印度妇女像》为代表的新中国画。并且在担任中央美院的领

导期间说服周恩来总理和国家文化部将素描作为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完成了以造型为基础

的国画完整体系。 

根据这个体系，吴作人所画的所有动物都不是国画原来的画谱和程式，也不是写意，也

不是直接导源于书法，而是导源于事物的结构和透视。他画的一系列水墨动物，尤其是几张

牦牛、金鱼，就靠一笔中间的变化，既画出结构，又保持了笔（线条）的质量。 

 

 

萧淑芳厅导言与文字 

 

一个时代在一个作为画家的女性身上留下的印迹，从来就不是那么简明和直接，但是又

不可能脱离和回避，更何况萧淑芳来自一个地方——广东省香山县，这个地方现在的名字叫

“中山市”。她和孙中山不仅仅只是同乡，她的家族曾经直接参与辛亥革命，她的叔父萧友

梅作为孙中山的秘书完成了政治革命之后，奉派留学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祖国，为民

国开拓了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道路，在艺术中开拓和弥补政治革命所不可能实现的更高的理



想。与辛亥革命同年诞生的萧淑芳，直接承接这个革命所预示的全部的社会理想和选择的新

文化方向。萧淑芳画了很多花，“女人如花花似梦”，画中所蕴含的许多内涵，似乎不再是一

个女人的命运，而是民国和新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的一个面向，关系到深刻的文化变迁。女

人如花，花似梦，梦似什么？花在历史风云中之命运又似什么？ 

 

萧淑芳画儿童 

作为一名女性艺术家，对儿童的关注，出自母性。而萧淑芳早在自己成为母亲之前，就开始

描绘表现儿童，在 1939 年旅居英国之时，她就创造了《儿童游戏》这样反映中国文化的育

儿经历和教养风俗的组画，并举办画展、出版专著。在解放后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中，她又把儿童作为反映社会变化的一个侧面，创造了一系列广为人知的创作，如《少先队

员》、《公社新添小毛驴》。她笔下的儿童，就像画出了身后的那块小屁帘（当时小孩穿开裆

裤），朴素生动，亲切真实，令人莞尔。 

 

萧淑芳水彩 

萧淑芳的水彩，是出于工作的需要而进行的研究和创作。她在 50年代初就被中央美术学院

指定为基础课教师，还为中央美院美术史系做理论研究的学生开设色彩课程，协助建造了中

国特有的艺术史专家熟谙艺术创作的一种学术方法。她的水彩又与个人气质相辉映，清新而

透明，温婉而静谧。 

 

萧淑芳风格 

萧淑芳的花，傲视富贵，不落陈套。她不画牡丹这类传统国画中象征富贵的题材，也不用兰

竹这种清高的象征题材，其实她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国画上下过功夫，师从汪慎生、汤定之、

陈少鹿、齐白石等先生。但是她后期的个人花卉的成功全部来源于直接写生。她的每一种花

都是写生的结果。而且每到一处，只要看到没见过的新花，都要对之摹写、研究，并诉诸于

画，从而开出一派清新恬淡、高贵雍容的风格。萧淑芳终生种花，爱花，但不以花的品种贵

贱为别，在山花丛中依旧平等对之，把人生的透悟体现为百花的同开。 

 

萧淑芳风格对比说明 

紫鸢是鸢尾中最为普通，然而高贵雅致的品种。 

梵高的紫鸢，激越张扬，叶片的搅动带起愤恨和忧虑，从土地挤出，抽干了陈年的腐殖，却

在花瓣的风干中死亡，在凋零后发出呐喊。与之相比，可以理解萧淑芳的优雅雍容。 

法国王室的鸢尾，辉煌高贵，徽号的权威笼罩光荣与梦想，被穹窿广布，包含了历史的大业，

并使国家的象征高悬，当众生前光临照耀。与之相比，可以理解萧淑芳的清新温婉。 

尾形光琳的紫鸢，凄冷绝艳，花色的宁静深化了忍耐和细腻，由金背托起，夺取了中心的无

奈，而让茎杆的充盈里克制，于开放中完全吞咽。与之相比，可以理解萧淑芳的松灵朴素。 

自然的紫鸢，鲜丽娇怯，花心的颤动引起青嫩和柔弱，被时光掳掠，预示了青春的伊始，但

将与风月的流变同去，就怜惜处平添美好。与之相比，可以理解萧淑芳的坚定隽永。 

萧淑芳的紫鸢似有一片清香，飘漾百年，婷婷立于一段苍茫的历史之间。 

 

 

 

 

 



生平部分 

 

1、同进学，初见 

青少年时代各自发展，分别在不同的境遇中学习，随时代而进步，成为中国新文

化运动的第一代艺术学子。 

二人相遇于学生时代。在中央大学美术系，吴作人看到萧淑芳的《一筐鸡蛋》，

两人说了人生相遇的第一段对话。吴作人还在教室里“偷画”了萧淑芳同学。 

 

2、同道，不相见 

二人留学的经历并不相同，也未相遇。 

萧淑芳由于家境优渥，在北平专门学习传统国画。而吴作人虽然出身于苏州的文

人画家庭，但他对国画的理解却完全秉持用素描为基础的造型方法。 

 

3、重逢，结同心 

重逢时已是千山万水，两人也经历过生活的坎坷，于是相见倍加珍惜。 

 

4、同路，各千秋 

两人虽然是夫妇，一生互相切磋，多有探讨，但是他们都是彪炳画史的大画家。

萧淑芳从不以丈夫的题材和风格为依附，她的绘画风格与吴作人并无关系。 

 

 

 

 

 

 

 

 

 

 

 

 

 

 



中国美术馆展览开幕现场 

 

 

 



中国美术馆展览现场 

 

 

 



 

 



 

 



 

 



 

 

 
 
 
 
 
 



展览线上展厅，3D 网络互动版 
https://www.artexb.com/pano-files/wuzuoren001/?from=groupmessage&
isappinstalled=0  
 

 
 

 
 
 

https://www.artexb.com/pano-files/wuzuoren001/?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s://www.artexb.com/pano-files/wuzuoren001/?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附件二、项目成效 

 
【报道】“执手同道——吴作人、萧淑芳合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来源：中国日报网 2018-09-23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2401162510072182&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2401162510072182&wfr=spider&for=pc


【报道】“执手同道——吴作人、萧淑芳合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来源：新华社图片 2018-09-2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2201333037038910&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2201333037038910&wfr=spider&for=pc


【报道】中 国 美 术 馆 开 幕 “执 手 同 道 ——吴 作 人 、 萧 淑 芳 合 展 ” 
来源：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 2018-09-21 
http://news.cyol.com/yuanchuang/2018-09/21/content_17610825.htm 
 

 

 
 
 
 
 
 

http://news.cyol.com/yuanchuang/2018-09/21/content_17610825.htm


【报道】艺坛伉俪吴作人萧淑芳合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展出作品近三百件 

来源：北晚在线 2018-09-22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2276809359308188&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2276809359308188&wfr=spider&for=pc


【报道】吴作人萧淑芳的“初见”与“同路”：中国美术馆呈现二人合展 

来源：澎湃新闻 2018-09-22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2269351506698441&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2269351506698441&wfr=spider&for=pc


【报道】以艺术之名“执手同道”：记“执手同道——吴作人、萧淑芳合展”  
来源：中国美术报 2018-10-23 
https://www.sohu.com/a/270781623_534797 
 

 

https://www.sohu.com/a/270781623_534797


【报道】“初见”与“同路”：“执手同道——吴作人、萧淑芳合展”在中国

美术馆开幕 

来源：cafa 艺讯网 https://www.cafa.com.cn/cn/news/details/2110371 
 

 
 
 
 
 
 
 
 
 
 
 
 
 
 
 

https://www.cafa.com.cn/cn/news/details/2110371


【报道】再现经典：“执手同道——吴作人、萧淑芳合展”中国美术馆开幕 

来源：艺术中国 

http://art.china.cn/zixun/2018-09/22/content_40515031.htm 

 

 

 
 
 

http://art.china.cn/zixun/2018-09/22/content_40515031.htm


【报道】吴作人、萧淑芳：如画人生 执手同道 

来源：中国文艺网  
http://www.cflac.org.cn/xw/bwyc/201810/t20181029_424091.html 
 

 

 

 

 

 

 

 

 

http://www.cflac.org.cn/xw/bwyc/201810/t20181029_424091.html


附件三、财务现阶段决算表 

 

 

 

 

 

明细 单价 收入 预算 
实际支出金额

（元） 
结余金额（元） 

差旅费    6,245.21  

办公费    4,300.20  

交通费    1,574.99  

制作费    5,623.00  

快递费    207.50  

合计    17,950.90  

期末结余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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