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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有个朱家角，朱家角有个上海全华水彩艺术馆。转眼，这个馆
已经运营了17年。
截至2022年底，上海市美术馆名录收录100家美术馆，含国有美术

馆26家、非国有美术馆74家。蓬勃发展的民营美术馆正以个性化的特色
展览与服务，为城市的文化繁荣与艺术品质提升贡献自己的力量。
上海全华水彩艺术馆起念于著名水彩画家陈希旦对于水乡的一份感

情，17年来，艺术馆埋首耕耘于“集水彩名画，推水彩名家”。这家位于
朱家角古镇的水彩艺术馆，一边承载着创办人的人文梦想，一边也在
为社会大美育以及文化交流出力。 ——编者

用水彩描绘中国与世界的美好
◆徐 斌

 鸢尾花莫奈

■青浦有个朱家角，朱家角有个上海全华水彩艺术馆

▲陈希旦在朱家角写生 ▲陈希旦作品《水乡茶社》

▲

首届“上海朱家角国际水彩画双年展”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

之湄。”

在水之湄，多么美的意境呀！五月的朱

家角古镇，一场就叫“在水之湄”的水彩画展，

完美复活了《诗经》的意境。

展览在位于朱家角西井街的上海全华水

彩艺术馆内举办。窗外，是石板街、格子窗、青

砖黛瓦、橹桨欸乃……一切，还是那么熟悉。

馆内，海上著名水彩画家奚赛联笔下的

那一幅幅水彩画，水彩氤氲，气息生动，色彩

和水调和得恰到好处、浓淡相宜、水色交融，

纯熟的技法将水彩的韵味和灵动表现得淋漓

尽致。

在流连忘返中，笔者不时地感到馆内所

展出的画作气息升腾、宛如一幅幅神奇的轻

纱帷幔。这些作品所特有的一种淡雅、悠远

的感觉，像一缕缕沉香触碰心弦，让人体味到

了一种繁华散尽的静谧和回归。

流连在全华水彩艺术馆，我更是对这座

已有17年历史、上海郊区成立最早的民营艺

术馆充满了敬意。谁能想到，这样一座展览

面积达1400平方米的艺术馆，完全是一座民

办非盈利的专业水彩艺术馆。

这是隐藏在古镇的一座宝藏艺术馆，它

的发起人和现任馆长陈希旦先生，是中国水

彩画的大师级人物。上世纪50年代即已名震

上海滩，日后更是享誉世界，他是澳大利亚水

彩画协会荣誉会员、2014年法国国际水彩画

大奖赛总评委、中国唯一一名英国伯明翰水

彩画协会会员……以品味高出名的法国卢浮

宫，也收藏有他的作品。

这个民间艺术馆功能集专业展示、交

流、研讨、教育和收藏国内外经典水彩画为

一体，尤其在收藏方面独具慧眼，目前，全华

水彩艺术馆收藏了中国不同阶段的代表性

人物的水彩作品近百幅：如刘向东的《工程

师》、王金成的《巴特岗尼泊尔》、汪志杰的

《恒河之舟》等。艺术馆对国外艺术家的作

品也有涉猎，如英国查尔斯国王Charles（英

国）的《澳洲农场》、大卫 ·泰勒DavidTaylor

（澳大利亚）的《泊》、阿尔瓦诺 ·卡斯泰格奈

特的《朱家角》等。

自2006年建馆以来，艺术馆致力于搭建

平台，推动中国水彩画画家走出中国，在世界

范围内建立了影响。

第一届国际双年展，艺术馆创刊了水彩

艺术杂志英文版，向世界水彩画界大力推出

了陈希旦、黄铁山、关维兴、柳毅等十几位中

国水彩画艺术家。此举无疑助推了朱家角

的声名。2016年，澳大利亚著名水彩画家约

瑟夫在朱家角开课，他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

朱家角的喜爱，称这里是“世界水彩画家的天

堂”。艺术馆致力于促进中外水彩画艺术家

的交流。2010年第一届国际双年展，汇集了

18个国家的作品，2012年第二届国际双年展，

汇集了62个国家的作品。至今，每年还有画

家通过致电、邮件、快递的方式询问、甚至直接

将作品邮寄到馆内希望参加“双年展”。

水彩画在19世纪下半叶从欧洲传到中

国，首先在上海获得发展。清同治初年，徐家

汇建立了土山湾画馆，传授水彩画技法，培养

了中国第一代本土水彩画家。水彩画和中国

传统的彩墨画有相似之处，而在日后的发展

中，水彩画也带上了中国的色彩、上海的色彩。

对艺术馆的未来，陈希旦这位大艺术家

的心里，也有一番“民族的即是世界的”的伟

大构想，他想要充分发挥文化名家的引领、示

范与传承作用，提升中国水彩文化软实力，向

世界展现中国艺术的魅力。

在未来的一段日子里，艺术馆计划将邀

请国内外著名水彩画艺术家不定期来朱家角

作交流和学术研究；还将与法国《水彩艺术》

合作出版水彩学术论文专辑；继续组织、举办

具有当今世界一流水准的水彩画专业展；并

积极组织公益性、大众化的群众展览和教育

培训活动。艺术馆还打算在古镇区域内，设

立一个兼备艺术家住宿、创作、交流功能的非

盈利性驿站（交流中心），以继续延续水彩画

艺术和上海这座城市的缘分。

当下，乡村振兴是一个热门的话题，艺术

家、艺术行为和艺术性机构与组织的参与，已

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朱家角也因

有了陈希旦先生与上海全华水彩艺术馆，多

了几分色彩。

“在水之湄——奚赛联水彩作品展”

即日起至 月   日（ :  ~  :  节假日

照常开放）在全华水彩艺术馆二楼展厅

（青浦区朱家角西井街   号）举行。

展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