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在经历了8

个多月的封闭整修后，

位于万竹园内的李苦

禅纪念馆重新对外开

放。李苦禅先生的晚期

精品、21平方米的《盛

夏图》首次对外展出，

一时观者如云。

自1986年落户济

南以来，李苦禅纪念馆

已经迎接了无数的中

外游客和绘画爱好者。

经过此次修葺，这座典

雅、精致的纪念馆将以

全新的面貌向世人展

示这位山东籍绘画大

师的写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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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苦禅纪念馆

全新面貌展示大师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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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 位于趵突泉公园内的李苦禅纪念馆在修葺一新

后于日前重新开放，一批此前从未展出过的作品将

陆续与游客见面。

建成24年来，纪念馆已接待了无数游客和绘画爱好者。此次整修

后，人们将在全新的展馆里进一步感受大师的艺术魅力和写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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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李苦禅先生一生艺
术成就最高的时期并不是在
山东度过的，但无论是在他
的家乡还是省会济南，对其
艺术的继承者、研究者、膜拜
者后继不绝、代有才人，润泽
了齐鲁大地，刘国卿就是李
苦禅大师的入门弟子之一。

刘国卿祖籍德州，少时
生长在济南，自小就能写会
画，1963年从山东轻工业学
院美术系毕业后分配到潍
坊，先后从事过美工、报刊美
编等工作，由于热爱绘画，他

给李苦禅先生写了多封求教
信。

刘国卿告诉记者，他从
没奢望过这位画坛泰斗会给
他回信，但1964年一封看似
普通的来信成为他人生的转
折点。李苦禅先生在信里教
导刘国卿说，绘画之路漫长，

起步要踏踏实实，要多写字、

多读画、多练习，并说他要转
道去青岛避暑，可以面谈。

刘国卿说，与先生见面

后他非常激动，先生操着浓

重的山东口音，语言诙谐，谈

笑风生，跟他谈了很多作画
技巧。在传授经验后，李苦禅
先生又留刘国卿和画友在别
墅同住，并为他画了一幅竹
鸡、一幅荷花，一再嘱咐他要
把画画好。之后，刘国卿经常
与先生书信往来，并常寄画
去请教。现在，刘国卿的床头
依然挂着这幅荷花，时时激
励他前进。

1982年春天，刘国卿专
门去看望了84岁高龄的李
老，但想不到这次会面竟是
与老师的最后一面。

20余年未曾大修

新展品将与游客见面

李苦禅纪念馆由三进院

落和两个过院组成，门楼是

金柱棋盘大门，上有吴作人

先生亲书的馆名。大门两侧

门枕石上立着一对雕刻精细
的石狮。进大门后是过院，院

内有一条小溪穿过大门和二

门，小溪上架着一座石板桥。

桥南头两侧石柱头上，四面

雕着八仙图案，桥北端石柱

上则雕着一对憨态可掬的小
卧狮。进了二门是第一进院

落，因有四株盘根错节的石

榴树而被称为石榴院。从该

院北屋可直达二进院，也可

从两侧去后院。二进院是最

大的环廊式院落，该院北屋

为面阔五间的二层楼，东西

厢房也是五开间。从二进院

再往后就是第三进院落，院

落内共有14个展室，《松鹰

图》、《红梅花怒放》等李苦禅

先生的晚年佳作都在此展

示，楹联“至圣无域泽天下，

盛德有范垂人间”则是其绝
笔之作。

据万竹园管理办公室主

任、副研究馆员高巍介绍，由

于万竹园建筑为受保护的文

物，李苦禅纪念馆在格局上

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只是对

廊柱、大门和展橱进行过更

换维修。

此次修葺，趵突泉公园

投资400多万元对纪念馆进

行了改造提升，对展馆屋面、

墙面进行了翻修，对古建筑

进行了油漆彩绘，并增设了

新型恒温恒湿密闭展橱和电

子监控防盗报警系统。在布

展形式上将过去单一的展橱

布展改为展橱、展板、实物等

多种方式，重新布置和展出

了李苦禅先生生活起居室，

增加了李苦禅先生生平年

表，一些从未展出过的作品

也将轮换展出，与游客见面。

李夫人亲定馆址

至今只有一位馆长

李苦禅先生于1899年出

生于山东省高唐县，虽是地

地道道的山东人，但其20岁

之后就到北京等地求学游

历，在家乡生活的时间较短，

而在济南的时间更是有限。

那么，当年为何会在济南修
建一座李苦禅纪念馆呢？

据高巍介绍，李苦禅纪

念馆其实是李苦禅的夫人亲
自提议修建的。1985年6月14

日，李苦禅的夫人李慧文和

儿子李燕来到济南，在参观

了万竹园后，表达了希望能

为李苦禅先生建立一座纪念

馆的想法，并愿意捐献李老

生前的部分作品和收藏品。

当时的济南正处在发展

初期，济南市政府希望能尽

快充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

文化内涵，于是就派当时的

市园林局局长郭元祥等人共

同北上与李苦禅先生的家人

商谈，并开始着手以最高的

规格建设李苦禅纪念馆。

经过近一年的筹备，

1986年6月11日，在李苦禅先

生逝世3周年之际，李苦禅纪

念馆在万竹园的东院正式开

馆。李慧文女士为纪念馆捐

赠了李老生前的名作300余

幅和100多件收藏品，郭元祥

被任命为馆长，李慧文为名

誉馆长。

“郭元祥是唯一一位被

任命的李苦禅纪念馆馆长，

在他卸任之后再无正式任命

的馆长。”高巍表示，郭元祥

馆长离任后，李苦禅纪念馆

仍然归万竹园管理。在对外活

动中，有关负责人都是以趵突

泉公园管理处主任的名义出

面，但也不敢以馆长自居，这

可能是因为纪念馆虽然只是

公园的一处院落，但它的地位
和影响使得馆长一职绝非常

人可以胜任的缘故吧。

短暂任教济南

在济找到最后的姻缘

正式记载中，李苦禅先

生在济南的生活时间跨度很

短，而且大都语焉不详。记者

在纪念馆内检索李老的生平
简介发现，他最早到济南是

在1942年4月2日至4日，与

魏隐儒一起在济南青年会举

办联合画展，展出了《群鸠》、

《松鹰》、《白梅喜鹊》、《蝶恋

花》等64幅作品。1945年抗战

胜利后，私立中国艺术专科

学校在济南复校，李苦禅任

教务主任，不久即被徐悲鸿

聘为北平国立艺专国画教

授。此后直到1961年，李苦禅

应邀举办画展和学术讲座时

才再次路过济南。

除了短短的几行文字记

载和一座纪念馆外，李苦禅

与家乡真的只是来去匆匆

吗？在纪念馆，记者遇到了一

位专程从青岛赶来的李苦禅

大写意花鸟画的膜拜者宋修
海老人。从老人那里，记者了

解到一些久不为人所知的故

事。

宋修海告诉记者，他与大

师虽缘吝一面，但多年来一直

心向往之，多方搜集过大师的

作品和逸闻趣事。原来，当年

在济南，大师也有过一段浪漫

的大写意人生历程。

据介绍，李苦禅还在上

学时便由父母包办与一位素

不相识、大他6岁的肖氏结

婚，后肖氏不幸中风身亡。

1928年，李苦禅又与同拜齐白

石先生门下的自己的师妹凌

嵋琳相识、相爱、结婚。但由于

李苦禅一天到晚宾客不断，且
不顾自家生活一味资助别人，

二人不久便有了矛盾。1934

年，凌嵋琳与李苦禅离婚。

1942年4月，李苦禅来到

济南举办画展。留济期间，他

积极筹办“私立美术学院”，

但因时局动荡，且他所筹措

的款项又被人骗走，此事最
终未能办成。在此期间，他经

人介绍结识了著名书画家李

省三的养女李慧文小姐。当

时的李慧文年仅24岁，刚从

德州博济医院高级护士学校
毕业，虽出身贫寒却文静漂
亮。相同的命运、同样的出身

让他们走到一起，同年11月，

二人在济南芙蓉饭店举行了

婚礼，这场平实的婚姻如李

苦禅笔下的大写意那样，一

直持续到他生命的终结。

大师弟子谈大师

李苦禅先生的晚期精品《盛夏图》与世人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