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本土艺术家的作品

5月 26日，“牵手雅安”书画作品义

卖会在合肥勤利艺术馆举行。

7月21日至24日，“安徽当代中青

年画家中国画作品19人联展”在勤利艺

术馆举行。

这是两场在圈内外颇有影响的活动。

当时，在为地震灾区义卖会上，来

自民盟安徽省直书画支部23位艺术家

为“牵手雅安”捐赠的 45 幅书画作品

在这里进行了拍卖，有 45 幅书画作品

共拍卖善款34700元。

而参加另一场活动的画家，几乎囊

括了全省有巨大潜力的中青年美术家的

艺术作品。展出的有山水、花鸟、书法等

小写意、大写意的多种题材作品，也反映

了当代安徽艺术家们立定“关注时代生

活，体现地域特色，弘扬徽派传统”的宗

旨，充分体现了新徽派美术背景下的“国

画皖军”，是中国画坛上一支生机勃勃的

艺术创作力量。

“我从事经营书画行业已经有10多

年了，虽然并不进行美术创作，但由于我

的爱好，多年来收藏了很多佳品。我关

注本土艺术家的作品，更多的是想把安

徽传统文化里的精华继续沿承下去，让

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它。”勤利艺术馆的

创办人、馆长江宏利说道。

建个交流和展示的平台

勤利艺术馆给书画家们提供了交流

的地方。

在它的三楼，是个用于潜心创作和

交流的地方。一进门，就会看到一张

很大的长方形桌子，上面铺满了画纸

和笔墨：“从我们成立以来，已经在这

举办过6次书画笔会了。参加的画家，

最多时有 11 位。他们在这里，对书画

作品畅所欲言，也可以在安静的环境

下潜心创作。”

其实，书画笔会的形式，并不是从艺

术馆成立才开始做的。早些年，因为没

有固定的场地，江宏利会在大酒店里订

好场地，把这些书画家们请到那集中时

间进行艺术创作。而江宏利所收藏的大

部分作品都是通过这种渠道获得的。

“安徽的中青年书画家有很多，但是

在全国有点名气的不太多。我创建艺术

馆，也是想为他们建立一个展示自己才

华的平台。”江宏利说。

在他看来，安徽的传统书画艺术得

到很好传承的道路，深远而漫长。作为

一名书画爱好者和收藏者，他觉得要力

所能及地做些事情：“在艺术馆里，每个

青年书画家办展都是免费的，比如，上面

所说的为青年艺术家免费办联展，艺术

馆为他们出书画集，举办展览开幕式、广

告宣传，共花了近四万元。19位画家每

人展出2幅作品，结束后每人留一幅给

艺术馆。常年积累下来，这也是一笔不

小的财富。”

房租是民营艺术馆最大障碍

“艺术馆一个月最低的开支也要三

万块！”江宏利说，作为向公众免费开放

的民办艺术馆，勤利艺术馆走的也是

“用文化产业链反哺艺术馆”的路子。“现

在艺术馆的开支，主要还是来源于我在

北京、六安等地开办的文化公司利润。”

在他看来，私人办艺术馆如何“活下

去”，最大的障碍是房租，随着市场而水

涨船高。“艺术馆的房租一个月就要2万

多，一年就是20多万，不知道明年会不

会涨。”

如果单凭艺术馆本身，短期内赢利

的可能性非常小。“我手里收藏的精品很

多，但我一般不轻易出手。除非是资金

周转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才会散出

一些书画。而且我不会随便卖的，而是

对和我一样痴迷书画的爱好者，我才会

割爱。因为他们不是附庸风雅，而是真

正喜爱书画的人。”

除此以外，艺术馆也会定期举办书

画拍卖活动，所得费用全部用于艺术馆

的支出。

中环艺术馆宛如一个空中飘起来的建筑，又似一个

漂浮的盒子，恬淡、静谧地散发着与生俱来的艺术气息。

在中环艺术馆的西侧，建有一片樱花林，举城唯一，赋予

艺术馆独特的春天气息，繁华而浪漫。

作为私立艺术馆，这个由“水立方”主创设计师王敏

创作的经典，让市民在繁华的都市生活中寻到一片静谧

的艺术乌托邦，是它成立之初的目的。 殷一冉 张亚琴

探索尝试，当安徽主力画廊

艺术馆主馆目前还在建设中，它主要以“学术”和

“公益”为特征，每月将通过举行大型展览会和权威艺术

家的讲座，通过吸引人流参观，打造品牌效应。

副馆主要从事艺术品经营业务，具体方式分为：签

约全代理（目前已有七八名签约画家）、展售宣传（从中

获取利益分成）、举办画展（获得画家的作品后展览收

藏）、签约寄售、负责宣传策划包装等。

艺术馆的运营主要依靠中环投资集团的支持，在不

断探索尝试若干年后，艺术馆还是会走上一条独立之路。

艺术馆负责人黄少铭说：“在艺术馆独立之后，希望

获得社会上有责任的企业家的支持；举办经营性活动获

得创收；以及有关部门给予政策方面的支持。”

目前，中环艺术馆正在筹备“中环·安徽主力画廊精

品联展”的活动。由中环艺术馆牵头，目前已经与合肥市

的37家画廊取得联系，接下来还将与16个地级市的画廊

进一步联系，争取每家画廊都能展出自己的珍贵藏品，给

民众带来一场艺术的视觉盛宴。活动初步定于八月中旬

开始，持续一个月，现场进行鉴定、评估、销售等活动。

传承文化，给未来大师提供平台

“本省艺术文化以徽派艺术为核心，徽派文化的知

名度很高，但是与京、沪等地相比，能够传承文化的艺术

大家极少，对艺术家的培养力度不够。许多艺术家仍停

留在象牙塔的生活中，艺术界的商业氛围不浓、市场化

程度太低。”黄少铭坦白说道。

但是基于中环艺术馆的长期梦想——“传承民族

文化，打响徽字招牌”，他们制订了“徽派艺术新锐培养

计划”。该计划是一个选拔优秀艺术类人才的机制，针

对45岁以下的艺术爱好者，每两年推出一个画种，邀请

权威的艺术大师做评委，甄选20名新锐艺术家，为他们

出版画册举行画展。活动的评委来自艺术高校、专业协

会、艺术大师、新闻媒体和艺术馆。

今年是推国画。初评由60人筛选到40人，复评由

40人筛选到20人，始终坚持高端的艺术路线，注重“学

术”和“权威”两个关键点。首次选拔出的20名新锐艺

术家作品将于九月在中环艺术馆展出。

对于私立艺术馆的发展前景，黄少铭称：“不担心也

不怕，哪怕是亏本。”

而下一步，中环艺术馆将成立安徽省画廊协会，为

画廊和藏友、爱好者提供交流的平台。

走本土之路的勤利艺术馆

喧嚣城市的一方艺术静土

走公益之路的中环艺术馆

浮华背后，
做艺术的乌托邦

7月28日，裕丰花市西大门，勤利艺术馆，一场书画拍卖会在这举行。

馆长江宏利看着现场槌起槌落，连续多天的劳累仿佛一下子舒解开来。“这次的‘西马专场拍卖会’，是勤利艺术馆

从今年5月18日成立之后的第三场大型艺术活动了。”他介绍道。

勤利艺术馆占地面积3000多平方米，艺术馆共分三层，一层是参观接待处和休闲茶座，二层是主展厅，三层则是

“艺术沙龙”，专供书画家进行艺术创作和交流所用。馆内收藏有我省著名书画艺术家作品3000多幅，其中丈二巨幅

作品就多达300多张。“我希望，能将它打造成我们这个城市里的一方艺术静土。” 张亚琴

另一种民间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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