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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艺术的存在本身就是文化的现象ꎬ有其深刻的人文和地理环境基础ꎮ 视

觉艺术要具有鲜明的个性ꎬ才能给受众以无尽的精神享受ꎮ 视觉艺术必须依托独特的

自然环境的滋养、深厚的人文环境的熏陶和悠久地域文化的不断传承ꎬ从而构建自己独

立的文化特质ꎬ形成一种自成体系的文化形态ꎮ 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ꎬ视觉艺术具

有的人类最为地域本源的精神特质ꎬ从人文地理的视角探索视觉艺术的文化构建ꎬ无疑

具有深刻的学术价值和艺术实践意义ꎮ
〔关键词〕人文地理ꎻ视觉艺术ꎻ文化ꎻ构建

文化的传播是要通过一定的媒介形式进行的ꎬ其常常以潜质的传播方式完

成ꎬ同时ꎬ传播媒介样式也造就了人类的思维方式ꎬ不同地域形成了各自独特的

价值观念ꎬ影响着不同地域的文化形态ꎬ“在考察中国文化时必须注意到的一点

是ꎬ某一社会、文化现象必然会涉及多种多样的地域和多层次的社会文化背

景ꎮ” 〔１〕总之ꎬ地理环境对文化具有特殊的影响价值ꎮ 人类的艺术产生必然具有

强烈的地理依赖性ꎬ自然环境的改变ꎬ不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状态和艺术表现形

式ꎮ 通过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交互式研究ꎬ有利于我们探索艺术发展的深刻

文化渊源ꎮ

一、视觉艺术创作的人文地理探源

视觉艺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ꎬ有着深刻的人文地理根源ꎬ值得深入地探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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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ꎮ “文化受大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环境影响ꎬ有区域差异ꎬ有多姿多彩

的形态和特征ꎮ” 〔２〕它是人类文化时空融合的结果ꎬ蕴含着深厚的经济、民俗、宗
教、文学等成就ꎬ体现出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关系ꎮ 早在西汉时期ꎬ司马迁

在撰写«史记»时ꎬ就显露出文化的地域审美特征ꎬ“把他自己曾经游历或耳闻、
书中获悉的自然地理环境作为了自己的审美对象ꎬ同时又意识到了他自己是自

然的对象ꎬ从而拜倒在自然对象下去创造对象ꎬ创作«史记»ꎮ 此时ꎬ他呕心沥血

所著的«史记»一书中所反映的自然地理环境就是他自己的地域审美意识形成

的基础ꎮ «史记»中势必含有司马迁本人的地域审美观的特征ꎮ” 〔３〕 司马迁将文

化与地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ꎬ来记述先秦时的不同地域的各国政治、经济、审美

意识及其艺术上的差异ꎮ 然而ꎬ从人类对视觉艺术的探究途径中我们不难发现

其人文地理视角的必要性ꎬ各个民族的传统视觉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有其鲜明的

地域烙印ꎬ中国传统视觉艺术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烈的地域历史ꎬ丰富的地

理性发展因素ꎮ 南北朝时的宗炳在«画山水序»中就认为ꎬ山水画的表现应该是

艺术家的人文思想与对自然环境的感悟的结合ꎬ体现出对艺术与人文地理关联

的初步认识ꎮ 唐朝的张彦远在其«历代名画记»中ꎬ就认为南北地域在人文、风
俗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ꎮ 郭熙的«林泉高致集»强调了艺术的地域性ꎬ也专门为

了画家表现不同地域的山水风光ꎬ而对东南地域山川的俊秀、西北山形的高耸等

地域风貌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和区分ꎮ 此外ꎬ对于视觉艺术与人文地理环境关系

的相关论述还有很多ꎬ如宋代韩拙的«山水纯全集»、明代董其昌的«画旨»、唐志

契的«绘事微言»及清代沈宗赛的«芥舟学画编»等等ꎮ 总体上看ꎬ传统的研究往

往缺乏综合性人文地理深度ꎬ过于关注艺术的地域时间的考据和研究ꎮ 虽然其

地方志的表达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征ꎮ 但究其思考的时空维度而言ꎬ还是不够立

体ꎮ 中国古代重要的视觉艺术研究大多强调时间性ꎬ许多代表性的绘画史研究

文献多以线性方式进行探讨ꎬ如董其昌在当时画坛思想混乱的状况下ꎬ通过时间

性视角对地域艺术活动进行了风格性探讨与界定ꎬ提出了南北宗论ꎮ 虽然董其

昌的探索有一定的时空性定位和区域方向ꎬ但就其思考的依据还多停留在艺术

主体的身份和艺术本身的风格层面ꎬ主要以“工、士体”代替地域来区分南北绘

画的差异ꎮ 过分强调画家的主体作用ꎬ忽略了人文地理的影响ꎬ对于艺术活动的

演变规律的探索途径不免片面和偏颇ꎮ
无疑ꎬ人文地理视阈有其独特的时间和空间维度ꎬ注重人类文化活动的区域

性的特点和差异ꎬ在强调活动的时间性的同时ꎬ将空间性也纳入其中ꎮ 从本质出

发ꎬ揭示文化活动的时空综合性根源ꎬ在文化活动的时空关系中ꎬ探究文化产生、
演变、发展的根本性因素ꎬ进而为文化的地理取向的演变和构建探寻本体性基础

和研究途径ꎮ 人文地理视阈途径能承载人类艺术活动的自然因素、人文社会因

子的关系ꎬ以一种立体的、开放的视野ꎬ动态地考察艺术活动的文化构成ꎮ 特别

是当下视觉艺术领域多元化形态呈井喷之势ꎬ但只有坚守地域文化的根源ꎬ才能

引导公众追求真善美的文化真谛ꎬ确保艺术发展向着高尚的精神文化前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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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文地理与视觉艺术的文化构建

(一)自然地理环境的文化浸染

地理自然环境影响着视觉艺术语言的个性形成ꎬ不同地域文化中成长的艺

术家有着自己独到的艺术表现语言形式ꎬ其风格特征浸染着地域文化的痕迹ꎮ
他们在视觉艺术的形式语言元素造型、色彩、机理的运用以及材料的选择都有自

己的文化根源ꎬ在艺术表现中注入自己地域文化因子的同时ꎬ不同艺术方式的运

用也彰显着艺术家的文化底蕴ꎮ “地理环境是社会历史存在与发展的决定性因

素之一ꎬ也是视觉艺术产生与发展的必要条件ꎬ任何视觉艺术都在一定的地理环

境中存在并受其制约与影响ꎮ 自然环境是人类的根本存在条件ꎬ地域文化的独

特构建来源于自然环境的差异ꎮ” 〔４〕据古代文献«孟子滕文公下»和«韩非子
五蠹»记载ꎬ早在新石器时期ꎬ民居建筑设计就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ꎬ华夏民

族就生活在黄河流域ꎬ先民们就以木架、黄土和杂草建成半穴房屋ꎬ并逐步在地

面上形成了最初的民间建筑设计形式ꎬ而在长江流域ꎬ由于其地域泛滥的雨水和

兽患ꎬ形成了杆栏式建筑设计艺术样式ꎮ
地理自然环境与艺术家创作表现的关系十分密切ꎬ艺术家进行视觉艺术创

作的方向可以有多重定位ꎬ然而ꎬ一件视觉艺术作品的表现手法往往来源于其特

定自然环境ꎮ 我国各个地域的地理环境为创造提供了丰富的艺术元素ꎬ自然环

境中独特的视觉形象和感受通过艺术家的提炼整理为视觉艺术表现技法积累了

宝贵的艺术资源ꎮ 艺术家在构思中应在地理资源的艺术建构下ꎬ注入培育熏陶

自己的地域自然因子ꎬ设计艺术家将地域自然的生活源进行自身观念的重组表

现地域文化的精神本质ꎬ视觉艺术创意必须以地域自然资源为基础ꎬ展现地域文

化精神个性ꎮ 如中国建筑艺术设计与自然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ꎬ南北方千姿百

态和独特的地域风貌对建筑艺术的建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ꎮ 北方地域采光时间

短ꎬ气候寒冷ꎬ雨水少ꎬ造就了建筑设计平顶、坚实浑厚的外形ꎬ具有简单、朴实的

文化气质ꎬ辽阔的土地为形成布局松散的艺术形式提供了条件ꎮ 北方建筑设计

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ꎬ材料多以砖木为主ꎬ在保温和采光方面做了精心的设计ꎬ
“坎宅巽门”的设置有强烈的私密性和幸福吉祥的寓意ꎮ 南方炎热、多雨的气候

形成了建筑通透、轻薄和坡顶的艺术形式ꎮ 由于土地稀少ꎬ布局大多密集ꎮ 南方

建筑以苏杭水乡和徽州民居为代表ꎬ多以穿斗式构建ꎬ配以女儿墙ꎬ白墙黑瓦的

青砖设计与小桥流水的地域环境相结合ꎬ整体将灵巧的小院落相互连接ꎬ利用丰

富的水资源ꎬ营造园林配景、回廊和透窗设计样式ꎬ取得安逸闲静的艺术效果ꎮ
可见ꎬ每个艺术家所处的地域都有独特的自然环境特色ꎬ气候、植被和地貌都影

响着地域的人文精神面貌ꎬ并为视觉艺术的个性化创意营造出迥异的艺术氛围ꎮ
总之ꎬ地域自然环境塑造着视觉艺术家的文化气质、审美取向和艺术个性ꎬ影响

着其艺术表现形式风格的形成ꎬ更是地缘因素的视觉艺术价值的体现ꎮ
(二)人文环境的文化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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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艺术家的艺术发展必须以身处的地域人文环境为基础ꎬ地域社会主体

的参与过程决定了艺术活力和发展的前景ꎮ 这就要求视觉艺术家感悟人文环境

的文化积淀ꎬ具有深刻的地域人文思想深度、强烈的精神内涵和主动的文化自

觉ꎮ 艺术家在潜移默化中传承和延展了地域的人文脉络ꎬ成就了视觉艺术与区

域人文地理的紧密关联ꎮ 人文作为人类与文化相互渗透、交融的历史积淀ꎬ承载

着强烈的地域文化个性ꎬ地域文化出自地域人群的创造与历史的筛选ꎬ反映在地

域社会生活的深厚的精神之中ꎮ 孔子对于地域人文形态早有关注和认识ꎬ他曾

经就“强”的认识ꎬ对子路说:“南方之强与? 北方之强与? 抑而强于? 宽柔以

教ꎬ不报无道ꎬ南方之强也ꎬ君子居之ꎮ 衽金革ꎬ死而不厌ꎬ北方之强也ꎬ而强者居

之ꎮ” 〔５〕他认为南方人的强在于处理事务ꎬ表现出包容温和的君子之强ꎬ而北方

人的强在于处理事务ꎬ表现出刚毅强悍的勇武之强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北地域

人文环境的差异ꎮ 从人文环境上来说ꎬ中华文化的发端在于中原文化ꎬ三国魏晋

以后ꎬ东吴南下逐步形成了南方人文环境ꎮ 之后ꎬ由于北方受到游牧彪悍的民风

的影响ꎬ北方与南方的地域人文气息的差异进一步加大ꎮ 中国历史上的南北人

文环境就有其显著的哲学差异ꎬ北方人建构的儒家学说强调入世ꎬ推崇刚强ꎬ注
重人面对现实的能动性ꎬ而南方建构的道家学说强调天道ꎬ推崇柔静ꎬ注重人面

对现实的自然安顺ꎮ “因为艺术的发生和发展都离不开人类社会ꎬ任何创造艺

术品的人也都是社会的人ꎬ离开社会ꎬ就既没有现实的人ꎬ也根本不会有艺术ꎮ
所以ꎬ社会性是艺术的首要本质和第一层面的本质ꎮ” 〔６〕视觉艺术与地域社会人

文的联系ꎬ中国古代书法艺术有突出的表现ꎬ南宋赵孟坚的«论书»和清代阮元

的«南北书派论»都有明确的阐述ꎬ阮元第一个较为系统地阐释了书法风格与地

域社会的关系ꎬ提出了南北书派问题ꎬ认为南北朝时期的北方书法有汉代遗风ꎬ
多以严谨的魏碑为主ꎬ南方书法飘洒俊朗ꎬ多以楷隶为主ꎮ 中国南北地域风土文

化有着很大的差别ꎬ北方人性情刚烈ꎬ豪爽洒脱ꎬ心直口快ꎮ 就连女子也不让须

眉ꎬ古有木兰替父从军最为典型ꎮ 南方人性情温雅ꎬ温柔浪漫ꎬ委婉ꎬ就连男儿也

注重美艳的外形ꎮ 南方文化注重阴柔的主观浪漫情怀的表现ꎬ北方文化多以刚

直伟岸的客观现实为主ꎮ 这种人文环境的差异也造就了建筑艺术风格和文化特

征的不同ꎬ其中南方建筑注重装饰ꎬ建筑奢华而繁杂ꎬ北方建筑重在实用ꎬ简洁朴

实ꎮ 地域人文环境因素与艺术家视觉艺术创作有着密切的关联ꎬ地域的人文环

境因素推动着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ꎬ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ꎬ不同地域形成了自

己独特的文化形态和精神面貌ꎮ 在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ꎬ几乎每位艺术家

所在地域都有着其宝贵的文化遗迹、特色名胜和文化遗产等资源ꎮ 在现代地域

的高速发展中ꎬ人们不能忽略渐渐消失在人们视野的各种文化遗产ꎬ视觉艺术的

创作中ꎬ通过地域文化遗产的文化与艺术的汲取ꎬ可以创意出具有地域性的人文

空间ꎮ
中国广阔的地域有着丰厚的文化艺术遗产ꎬ其中民间年画喜闻乐见ꎬ深受民

众喜爱ꎬ流传广泛ꎮ 北方地域以天津杨柳青年画为代表ꎬ南方地域以江苏桃花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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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画为代表ꎬ形成“南桃北柳”的木版年画格局ꎮ 北方的木版年画具有浓厚的地

域人文色彩ꎬ厚重、粗犷、热烈而奔放的艺术个性ꎬ多表现北方农民耕作生活的场

景ꎮ 北方年画ꎬ感染了北方人的性格特点ꎬ艺术形式粗犷豪放、造型夸张、构图饱

满、颜色对比强烈、气氛热烈欢快ꎻ艺术题材除了惯用的神像之外更多地反映了

北方特点的农耕生活ꎻ年画里所表现的建筑与家具风格具有较为明显的地域特

点ꎮ 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杨柳青欢快明丽ꎬ祥瑞感人ꎬ极赋地域人文特征ꎮ 而南方

木版年画更加严谨细致ꎬ俊秀的江南韵味在艳丽流畅的表现形式语言中展露无

遗ꎮ 代表性的是苏州桃花坞年画上色方法细致ꎬ画面饱满ꎬ色彩明艳欢快ꎬ形态

娟秀ꎬ有“姑苏版”之称ꎮ 此外ꎬ传统的泥塑艺术也很有地域个性ꎬ北方的凤翔泥

塑传承着其独特的地域人文特色ꎬ深受西北农民喜爱ꎬ重在原色的运用ꎬ多以装

饰手法将黑白和黄红进行配色对比ꎬ对于四季的上色程序有严格的要求ꎬ有强烈

的先秦遗韵和浓浓的黄土地气息ꎮ 南方惠山彩塑以大俗取胜ꎬ热烈欢快ꎬ寓意吉

祥ꎬ蕴含着无尽的江南人文意蕴ꎬ用大红大绿的色彩取得了强烈的视觉效果ꎮ 可

见ꎬ具有悠久文化积淀的地域ꎬ其视觉艺术的创作能够借鉴民间文艺、历史古迹

等艺术和文化建构资源ꎬ使这些文化遗产以视觉艺术为载体彰显出地域的精神

实质和人文灵性ꎮ 视觉艺术注重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ꎬ具有地域文脉的延续

性ꎮ 视觉艺术在创意上表现出对地域历史文化的尊重ꎬ可以体现出其地域特色ꎬ
强化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ꎮ 同时ꎬ视觉艺术要准确把握地域的文化精神内涵ꎬ应
建立在对地域历史文化的理解上ꎬ视觉艺术建构着人类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ꎬ这
就要求艺术家关照好地域人文与现代民众的需求ꎬ协调好现代艺术、现代人与传

统文化的关系ꎬ构建出鲜明的地域艺术文化特质ꎮ
(三)地域文化的艺术承载

视觉艺术家的艺术活动彰显着艺术家自己地域文化精神的个性光芒ꎬ同时ꎬ
每个艺术家的艺术努力又承载着地域文化的辉煌ꎬ地域性区别着不同地域的文

化特征ꎬ一切文化活动的形成都有其不争的人文地理根源ꎮ “中国文化是以地

域为划分的ꎮ 虽然从总体上是统一的ꎬ但这种统一性是通过一个个文化圈而体

现出来的ꎮ 人类总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场合生活的ꎬ人们从事采集、耕种、渔
猎、游牧、制作、创造等活动ꎬ这样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文化圈ꎮ 文

化圈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人类生存的外部环境、生活场合ꎮ 在这种场合里ꎬ人们按

照一定的风俗ꎬ创造着自己的生活样式ꎮ 文化圈有大有小ꎬ种族、民族、国家算一

种文化圈ꎬ而家族区域、民族区域等也算是一种文化圈ꎮ 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通

过各种家族区域和民族区域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ꎮ” 〔７〕 每个地域时空都会积淀

出具有区域性特征的文化ꎬ以其鲜明的特色获得地域民众普遍认同ꎬ形成能传承

地域文化血脉的ꎬ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结晶ꎮ 如山西平遥古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ꎬ
在民居设计艺术上有着浓浓的晋文化色彩ꎬ“处于深巷高墙下的传统民居的最

大特点在于砖拱窑洞和木构瓦房的有机结合ꎬ依托传统民居开发为客栈能让人

远离城市的喧嚣ꎬ在冬暖夏凉的窑洞中ꎬ在悠闲思维生活情趣中ꎬ了解宅院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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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豪情富庶ꎬ品位民宅建筑的风情魅力ꎬ感受古城悠久深邃的文化底

蕴ꎮ” 〔８〕在中国艺术发展的进程中ꎬ在各自深厚的区域文化的孕育下形成了许多

典型性的地域性艺术形态ꎬ不难发现ꎬ中国文化的早期地理圈中的黄河文化、燕
赵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等等ꎬ都与当今艺术相对发展强劲的黄河中下游地

区ꎬ北京、山东、四川等地域相吻合ꎮ 可见ꎬ视觉艺术的发展有其深刻的文化根基

和渊源ꎮ 同时ꎬ地域文化潜移默化地渗透在地域视觉艺术之中ꎬ不同区域的艺术

作品都是艺术家根据自己生活的文化环境创作出来的ꎬ每位艺术家都是在自己

地域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ꎬ思想观念中有挥之不去的地域精神渊源ꎬ其作品

洋溢着地域特有的文化品质ꎬ传递着独特的文化精神ꎮ 地域文化对于现代艺术

家的成长意义重大ꎬ燕赵文化熏陶下的“姚俊杰的艺术作品将草原文化与燕赵

文化合而为一ꎬ把东方美学和西方美学两峰交汇ꎬ在极少主义与表现主义之间游

走ꎬ进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个性与多元化的美学风格ꎮ” 〔９〕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ꎬ
鲁文化曾经孕育了李苦禅、于希宁、黑伯龙等山东国画大师ꎬ“近十几年来ꎬ山东

国画又迎来一个空前的繁荣时期ꎬ一些中青年画家以充沛的热情和更具时代色

彩的探索步伐走上前台ꎬ如山水画家徐金堤、张志民、曾宪国ꎬ人物画家孔维克、
徐正、袁振娴等ꎬ以及充满活力的青年一代ꎬ他们以其聪明才智和努力进取精神ꎬ
正在加入到山东的文化共建中来ꎮ” 〔１０〕 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精神就是由不同地

域极具个性的地域文化凝结而成的ꎬ它们彰显自己各自迥异的文化内涵的同时ꎬ
共同凝炼成了中华民族坚毅、和谐的文化因子ꎮ 地域文化艺术的差异并没有影

响艺术群体和艺术流派的形成和发展ꎬ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形成的多元艺术探

寻ꎬ能够与其地域文化相契合ꎮ 艺术家始终坚守着自己文化的特色ꎬ珍视自身文

化的独特性ꎬ保持着自身艺术语言与他域的差异性ꎮ 在艺术语言形态的探寻中ꎬ
艺术家将心灵深处的地域文化精髓ꎬ深深融入了自己艺术行为的一点一滴中ꎬ无
不显露着地域的痕迹ꎮ

三、当代视觉艺术的文化思考

我国现代视觉艺术的发展不仅仅承载着艺术家的职业责任和义务ꎬ更寄托

着地域民众的人文关照和潜在的文化需求ꎮ “中国传统美学时空观反映了中国

人对主体和宇宙自然的生命精神的体悟ꎬ体现了主体对宇宙生命形式的把握ꎮ
中国人把宇宙自然视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ꎬ时空是这个生命整体存在的形

式ꎮ” 〔１１〕从传统的文化层面上我们可以清晰地领略到ꎬ其文化与人文地理环境的

有机联系ꎬ得天独厚的时空环境造就了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ꎬ孕育了情景交融的

情感意识和借景抒情的表达方式ꎬ文化与自然环境的相互换位的关联ꎬ构建了中

国艺术鲜明的艺术符号ꎮ 因此ꎬ当代视觉艺术家只有把自己的艺术创作植根于

自身的地域人文地理环境中ꎬ才能创作出个性鲜明ꎬ文化根基深厚的艺术佳作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在当代风景的地域个性的表现方面ꎬ一些艺术家在艺术的地域性

文化构建上做出了贡献ꎮ 具有代表性的南方艺术家吴冠中的风景用笔轻巧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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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ꎬ凝练点、线、面视觉艺术语言符号ꎬ产生了强烈的地域文化形态意味ꎮ 还有陈

和西的风景ꎬ通过塑造的概括ꎬ色彩的恬静ꎬ营造出湖南乡土淳朴与宁静的文化

品质ꎮ 而作为北方油画风景的代表性画家白羽平ꎬ其画风中洋溢着奔放而浑厚

的文化气质ꎬ通过刀和笔的滑动和堆砌ꎬ很好地表现出黄土高原的辽阔与苍茫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由于西方现代性的文化观念和艺术思潮的冲击ꎬ以及当代中国社

会价值观念的转变ꎬ使自身的人地和谐的思想观念逐步淡化、消解ꎮ 长期以来ꎬ
“传统的中国美术史编撰方法常常局限于视觉图式与美术风格的自身演变ꎬ缺
乏对艺术的地理文化基因及整体学术环境的深层挖掘ꎬ结果是只见图像ꎬ难现文

化ꎮ” 〔１２〕中国的艺术探索多以时间纵向线索为主ꎬ对地理环境和空间要素没有足

够的重视ꎬ忽略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个性价值ꎬ在国际艺术交流中ꎬ地域性正

在悄悄消逝ꎮ 中国艺术发展的文化思考ꎬ应通过地域的文化特征进行自身艺术

的发展走向探索ꎬ以全球的大地域和国家小地域为艺术创新之源ꎬ建构当代视觉

艺术的文化特征和风格个性ꎬ真正实现全球艺术的多元发展ꎬ中国当代视觉艺术

应当清醒地认清现实ꎬ把握自己的文化方向ꎬ不盲目追随西方艺术潮流ꎮ 以文化

开放的心态强化文化的自信ꎬ在中国艺术文化的人文地理的时空范畴内ꎬ发掘当

代艺术的丰富性与独特性ꎬ揭示中国艺术的地域个性价值ꎬ摒弃那些抄袭来的ꎬ
没有文化根源的空泛语言ꎬ实现中国当代艺术的现实意义和当下价值ꎮ 我们必

须珍视人文地理资源ꎬ它是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ꎬ是当代艺术创作的不可或缺的

原创性源泉和时空坐标ꎬ从而建构艺术的人文地理时空的生动性ꎬ明确中国当代

视觉艺术的文化身份和促进艺术的地域认同ꎬ对中国当代绘画、设计、雕塑等视

觉艺术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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