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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万千气象04

情系北京胡同 描绘时代变迁

周吉荣，1962年生于贵州，1987年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现为中央
美术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版
画研究院第一副院长，国际学院版画联
盟秘书长。

周吉荣的艺术实践源于对现实生活
最真挚的感受与思考。有感于都市变
迁，1987年，周吉荣从中央美术学院毕
业后，以北京胡同为主题创作了一系列
版画，早期的胡同充满寂静。

1993年，丝网版画《惊蛰》系列诞
生，标志着其创作技法和创作思想的转
变。周吉荣介绍，“惊蛰”是春雷乍动、万
物复苏的时节，画面中以动态十足的年
轻人隐喻当时社会涌动的活力和生机。
记者在展厅看到，该系列第一幅作品中，
一名青年从胡同外跑过，墙上印着一个
提着鸟笼的人影。这些颇具象征意味的
符号放在一起，在动与静、明与暗的对比
中，形成张力，时代的脉动透过画面传递
给观众。

随着城市化加剧，高楼大厦拔地而
起，老北京许多胡同被拆。周吉荣敏锐地
关注到这些，1997年创作了综合版画《最
后的纪念》系列。画面中，胡同里的残垣
断壁，仅存一扇门，孤零零地伫立着，凝固
成时代记忆，让人感到淡淡的忧伤。

从具象到抽象 不断超越自我

从早年的胡同、门楼到近年的海市
蜃楼、故城，周吉荣的作品代表了不同时
期他对城市变迁的关切之心、追问之
思。这些作品让观众一窥其独特而深邃
的艺术世界。

《海市蜃楼》系列，天地之间的暮色、
灰黄朦胧的华灯、依稀可见的路标，将现
实图景提炼成抽象的绘画语言，辉煌之
下隐藏着艺术家的不确定和疏离感。该
系列既是城市剧变的映照，也是艺术家
个人创作的转型和拓展。

《景观》系列，描绘北京中轴线上的
古建筑，对城楼、宫殿、角楼等进行全方
位清晰拍摄后，重叠在一起反倒产生朦
胧的效果。这种虚化背后仍是周吉荣对
城市急剧变化的思考。

《故城》系列，周吉荣将视角转向藏
区的古格王国遗址。从繁荣到衰败，随
着经久的风化侵蚀，城市归于自然之中，
作品体现了艺术家对时间、空间和记忆
的深刻感触。周吉荣说：“城市从生长、
发展到消亡，有着自己的生命周期。这
种时空交错感，是我对‘晷时’的一种理
解。”策展人刘礼宾称，时间意识贯穿于
周吉荣的创作中，时间的印迹既是街景、
人物，也是纸浆中的残壁成影、废墟遗
迹，“他的作品流动着深沉的思索。”

艺术评论家巴力认为，周吉荣经多年
创作，表现风格逐渐由具象转向抽象，这
一颇具突破性的跨越过程，非一时兴起所
为。湖北美术馆馆长冀少峰则称，纵观周
吉荣近40年的艺术探索，可以看到其视
觉图像变化的过程，即由具象到抽象、由
叙事到非叙事、由平面到立体不断进行转
换，从中看到一个伴随中国社会发展进
程，不断对自我进行超越的艺术家。

突破版画局限 钟爱原生材料

“艺术总是要表达情感和思想，在这
一过程中，仅有版画这种平面性语言是不
够的。为了展现更多艺术追求，我不断地

在材料上进行探索和扩展。”周吉荣说。
早年毕业创作时，他就选择了当时

并不多见的丝网版画。随着艺术实践深
入，他创新使用纸浆进行绘画。纸浆具
有不同于画布的特殊肌理，凹凸不平、层
次丰富，带来立体效果，为其探讨城市与
自然、过去与现在、虚实与记忆提供了理
想媒介。展厅播放的视频，展示了艺术
家搅动纸浆，颜料慢慢释放、彼此晕染，
最终凝固为迷人画面的过程，吸引不少
观众驻足欣赏。

周吉荣说，除了纸浆，自己还钟情于
运用当地的原生态材料。他在“景观”和

“故城”系列做了大胆尝试，突破版画局
限，向着综合材料方向延伸。藏区红土、
天然彩石颜料以及画、印结合的自然痕
迹，使作品更加自由、奔放，充满力度。

在河西走廊采风创作时，他更将当地
的赤霞土和矿物制成颜料，在绘画中大量
运用。“这些原生态材料更直接、更契合主
题，它们不只是绘画媒介，还是作品的一
部分，传达出某种更强烈的气质。”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原中央美术
学院院长范迪安曾称：在一次次的思考
与追问中，周吉荣不断突破材料的局限，
作品就像从现实追忆历史，在模糊、朦胧
的气息中表现古今交织的都市色泽，留
下韵意悠长的“历史的清唱”。

据悉，此次“晷时印迹——周吉荣艺
术展”是湖北美术馆“20世纪美术家”专
题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呈现
各时期重要艺术家的作品和思考，为中
国当代艺术创作的梳理与研究提供更为
开阔的视野。

展览将持续至5月26日，观众可免
费参观。

晷时有印 版画留痕
周吉荣艺术展侧记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海冰 实习生 杨子妮 通讯员 夏梓 符坚

暮春时节，“晷时印迹——周吉荣艺术展”在湖北美术馆开展，展览通过集中

呈现艺术家近40年创作成果，展示其在当代艺术领域的丰富实践和深入探索。

“日晷是古代的计时仪，‘晷时印迹’指时间的印迹。”周吉荣接受湖北日报全

媒记者采访时说，“时间”是贯穿他作品的关键词，“印迹”指版画在印刷时留下的

痕迹，也暗指自己的艺术轨迹。

《故城之三》 纸浆综合材料

《绮城之四》综合材料（本栏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海市蜃楼之十四》布面综合材料

《城市·惊蛰之一》 丝网版画《时空·记忆之三》 丝网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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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李源、通讯员
徐晨）4月29日，由湖北港口汉欧国
际组织发运的首趟JSQ商品车专列
（俗称“笼车”）从吴家山站驶出，将通
过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前往俄罗斯莫斯
科。这是吴家山站开出的首列笼车专
列，为湖北车企抢占国际市场开辟了
一条高效、便捷的物流大通道。

笼车车厢专为车辆运输设计，分
为上下两层，每节车厢可装载7辆车，
每列满编29节。与传统铁路集装箱
装载2到3辆汽车相比，笼车运量更
大、装卸效率更高，可节省约15%的
综合物流成本。

据介绍，首趟笼车专列搭载了

203台湖北造SUV，总货值约4300万
元。列车发运前，汉欧国际通过开展

“百名物流管家进百企献百策”活动，
主动与客户对接，提供个性化、定制化
物流供应链解决方案，积极促成鄂产
汽车搭乘笼车专列出口至中亚和欧洲
地区。

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中欧班列
（武汉）累计运输整车约1500台。

鄂产汽车加速“出海”

中欧班列（武汉）首开笼车专列

5月1日一早，中建三局总承包公
司高级工程师甘猛就来到汉江国家实
验室科研总部。这个节假日，他又坚
守在工地现场。至今，他已经历13个
大大小小的项目。他说：“每个新项
目，每个新岗位，都是一次自我挑战与
提升的机会。”

两根大柱“顶”起天宽地阔

节假日，正是湖北省博物馆游人
云集之时。作为该馆三期扩建工程项
目经理，对游客们在这里的美好体验，
甘猛有一种特别的欣慰。

走进文展大楼高达20.5米的中
庭，1000平方米的面积，游客们惊奇
地发现，这天宽地阔的空间里，只有2
根柱子支撑着，让眼前视野一览无余。

“为营造人与文物、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氛围，当年项目团队在每个细
节的设计建造上都下足了功夫。”甘猛
告诉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按照常规框
架设计，中庭应由6根结构柱支撑空

间。为让参观者的视野更加开阔，甘
猛组织项目班子成员和设计人员反复
商讨，最终决定将柱体数量做“减法”，
在大楼中跨越二三四层的中庭空间，
仅设置两根20.4米的树状“仿生柱”。

两根柱子如何顶起巨大空间？
甘猛介绍，其灵感来源于馆外的参

天大树。“仿生柱”上端分为6个斜向枝
干，枝干的顶端与梁的交会点相连，可
支撑起屋顶结构。如同一棵大树，将支
丫伸向蓝天。他介绍，两根“仿生柱”上
方共计有12个分叉，衍生出12个节
点。每个节点处均有一个六向钢套筒，
将交会于套筒处的梁牢牢地抓在枝干
顶端。这些“骨架”与浇入其中的高性
能混凝土，共同赋予“仿生柱”以力量。

施工前，为校核施工方案的可操
作性，项目团队提前做好推演，解决了
各工序间穿插繁杂、作业空间小、涉及
工种多等问题。同时，工作人员实时
监测荷载情况，混凝土分段浇筑，确保
质量安全。

该项目先后获评鲁班奖、湖北省

结构优质工程、楚天杯等奖项。

一页“卷宗”集纳荆楚风云

摊开的档案册卷宗上，一枚印章
落下，这是从空中俯瞰湖北省档案馆
花山新馆的造型；宛如一艘船挂起风
帆，正扬楫启航、破浪前行，这又是从
远处眺望的感觉。

5年施工，省档案馆于去年1月正
式投入使用。甘猛作为项目经理，对
文化湖北建设中又一座地标建筑的崛
起，心中感慨万千。

2018年接到这项任务，彼时表面
平静的甘猛，心里却蛰伏着无以名状
的忐忑。他知道，这次任务非同寻
常。“能参与这项承载着历史使命的民
生工程，为推动湖北历史文化的研究
和发展贡献力量，是荣幸，是机会，更
是艰巨挑战。”

新馆具有档案安全保管基地、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档案利用服务中心、
政府信息公开查阅中心、电子文件备

份中心“五位一体”的功能要求，建设
理念和要求在空间、设计、功能等多个
维度都极高。

主体建筑包含档案学术报告厅、
展厅、库房等，设计馆藏容量553.39
万卷。电子阅览室可查阅数字化档案
和史料，而核心区域主楼内，44间库
房里则存储着纸质档案和历史文献，
需要处于恒温恒湿环境，昼夜波动不
能超过±5%。

甘猛告诉记者，馆藏内容烟波浩
渺，更包含汉冶萍公司档案、江汉关税
务司档案和辛亥革命档案，这些都被
列为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如何才
能保证纸质档案处于恒温恒湿环境？
他觉得责任重大。

甘猛和设计人员日思夜想，方案
反复比对。最终，他们选取档案库房
外墙采用“双墙+内外保温”工艺，空
调系统采用精密控制空调+地源热泵
双系统，实现温湿度自动调节。同时，
大楼整体采用太阳能光伏系统、玻璃
采光顶、岩棉外墙保温、海绵城市等
16项节能技术。

工程迅速进入“白热化”，甘猛带
领团队，与工人们一起鏖战，矢志打造
文化体系建设的“湖北样板”。

2022年，该馆荣获国家优质工程奖。
在这座形似“山水长卷”徐徐舒展

的建筑中，人们感受到匠心独运的品
质和荆楚风云的特质。

中建三局高工甘猛节假日坚守工地——

匠心独运在“山水长卷”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熊星星 通讯员 谢杰夫 简光玲 费青

湖北日报讯（记者余宽宏、通讯员
李尚菲）5月1日上午9:30，十堰市郧阳
区白浪镇杨沟村天惊洞游客服务中心
广场上，随着舞蹈《中国龙》铿锵有力的
鼓声响起，鄂豫陕三省首届乡村振兴文
化旅游节拉开序幕，吸引了鄂豫陕三省
交界处2000余名群众前来观看、游玩。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河南
省南阳市淅川县荆紫关镇、陕西省商洛
市商南县湘河镇三地山水相连，人文相
通。近年来，三地经常性联合开展商
贸、文化、旅游活动，呈现出文化风俗不
断交融，商贸旅游互促的景象。

当日一大早，与白浪镇一门之隔的
荆紫关镇居民金凤阁驱车十余里，带着

孩子到白浪镇“串门”。她说：“今年五
一过得特别有意义，不仅吃到了正宗的
陕西凉皮，还感受到了不同地方的文化
和习俗。”

一个个具有地方特色的文艺节目，
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和喝彩。“走
一道岭来翻一架山，山沟里空气好，实
在新鲜……在这里一辈子我也住不烦
哪。”这是由湘河镇带来的豫剧《朝阳
沟》选段（走一道岭来翻一架山），抑扬
顿挫的声腔让观众不禁跟着打起节
拍。郧阳区的四六句《郧阳是个好地
方》和太极拳功夫表演《英雄会仙山》，
让在场观众领略了汉水文化和武当文
化的博大精深。

鄂豫陕三省联办首届乡村振兴文化旅游节

湖北日报讯（记者艾红霞、通讯员
李涛）为积极应对下一阶段强降雨，及
时腾空库容，根据上级部门要求，金口
二站于5月1日9时10分开启1台机
组，启动今年防汛排涝序幕。

近日，受金水流域内连续降雨影
响，斧头湖三洲水位于5月1日9时达
21.30米，较前一日上涨0.1米，超汛限
水位0.3米。

金口二站为 2016 年新建泵站，
2019年主体工程完工，建成后与金口

泵站一起承担金水流域的防洪排涝任
务，使金水流域防洪标准达 20年一
遇。

金口泵站、金口二站是斧头湖、西
凉湖、鲁湖及金水河渍水提排入江的主
要水利工程，金口泵站已于4月25日
开启3台机组排涝。

目前，金口二站1台机组运行正
常，排涝流量32立方米/秒。泵站各岗
位人员已全部到位，机组运行状态良
好，设备各运行指标正常。

腾空斧头湖库容

金口二站开机排涝

湖北日报讯（记者刘胜、通讯员李
晟）5月1日起，湖北正式进入汛期，专
家提醒：全省地质灾害风险增大。

进入节日后，省自然资源厅主要
负责同志、分管负责同志每日研究地
灾防治工作，降雨期间深夜调度。针
对“五一”假期地质灾害风险，及时与
气象、应急等部门沟通会商，不间断研
判地质灾害风险形势，及时提醒各地
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维护好
6701处重大隐患点专业监测设备，充
分发挥“人防+技防”作用，切实将隐
患看牢守住。

3.3万余名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和
300 余名专家技术人员持续驻守一
线，运用好“巡、测、整、让”四字诀，针
对人员密集区、山区交通沿线、旅游
景区、农村房前屋后等重点区域加密
排查。对排查发现存在险情的隐患
点建立台账，实施“一点一策”清单化
管理。

落实值班值守。实行地质灾害和
政务值守双值班制度，确保信息报送
渠道畅通，第一时间传达落实领导重
要批示，第一时间协助处置重大灾
（险）情。

全省3.3万网格员驻守一线防地灾
“巡、测、整、让”四招降风险

4月9日，一列编组29节JSQ专用
车型的中欧班列，满载 290 台国产商
品汽车驶向欧洲。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