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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拒绝皮草”

设计作品展出

本报讯(记者 霍晓蕙)
11日，“时尚拒绝皮草”艺术设
计大赛优秀作品全国巡展济南
展在山东大学艺术学院举行。

本次艺术设计大赛是一
项以艺术设计专业人群为主
要参与者的公益性文化艺术交
流活动，由动物守护神机构创
办，目的在于通过艺术、设计及
文化交流的方式，帮助公众意
识到在皮草服饰光鲜亮丽的外
表下，还饱含着动物遭受残忍
对待的现实情况，从而告别盲
目追随时尚的消费。在观赏作
品后，许多观众纷纷留言表达
自己关爱生命、反对虐待动物、
拒绝皮草、保护环境的心声。

当日，北京2008奥运奖牌
主创设计师、大赛评委代表、
中央美院设计学院七工作室
导师肖勇先生举办了《视觉设
计与实践》主题讲座。他对此
次展出的部分获奖作品做了
详细点评，给在场的三百多名
高校师生和年轻设计师们带
来了启发。

此展在济南结束后，将移
师吉林长春展出。

顾大明青绿山水

画展省美展出

本报讯(记者 霍晓蕙)

“走进自然——— 顾大明青绿
山水艺术展”将于11月18日在
山东美术馆开幕。顾大明，
1960年生于江苏南通，现为国
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
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
进会会员，中国青绿山水画院
副院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此次展览展出顾大明近期创
作及写生作品百余幅，大部分
作品均为在江西婺源及山西
河曲写生时创作的。

“墨舞东风”

展览开幕

本报讯 1 1月9日至2 0

日，山水画家贾向戈，山东大
学文学院教授、省书法家协会
副主席郑训佐，联袂在县西巷
山东政协大厦同和轩推出“墨
舞东风”书画展，展出新近创
作的精品，还有部分寿山石精
品同时展出。 (本记)

在山是野果，入手变珍玩

文玩核桃惹人爱
“在山是野果，入手变珍玩，

凝汗沁肌脂，映日现珠丹。”这是
一位玩家对文玩核桃的精辟总
结。

古人取“核桃”谐音为“祸
逃 ”，以 祈 求 吉 祥 吉
利、遇难呈祥。上
至 皇 帝 天 子 ，
下至平民百
姓，总想平
安、幸福，
碰到不测
之 事 ，更
想 逢 凶 化
吉 ，所 以

“祸逃”与核
桃就结下了不
解之缘。据说唐朝
武则天赠予狄仁杰一对
核桃，希望他在人生道路上逃脱
灾祸、平安一生。明清时期把玩
核桃更是达到了鼎盛，上至帝王
将相、才子佳人，下至官宦小吏、

平民百姓，无不为有一对出类拔
萃的好核桃而欣喜自豪。乾隆皇
帝更是有诗称赞：“掌中旋日月，
时光欲倒流。周身气血涌，何年
是白头？”每逢皇上或皇后的

生日，大臣们便会
挑选精品的核

桃作为贺礼
供 奉 ，这
一 风 气
可 见 当
时的皇
亲国戚
对 核 桃
的 喜 爱

程 度 。现
在北京故宫

博 物 馆 仍 保 留
着 几十对 揉手的 核

桃，分别存放在雕刻精致的紫檀
木 盒 内 ，里 面 标 有“ 某 贝 勒 恭
进”、“某亲王预备”的字样。

文玩核桃多取自于野生山

核桃，特点是天然野生，皮厚
坚硬，仁少，产量低，种类、
品种多，外观差别大，自
然分布广，其大致分为
麻核桃、楸子核桃、铁
核桃三大类。麻核桃
分布北京周边及河北
居多，于高山峻岭中自
然生长，品相包括狮子
头、鸡心、公子帽、官帽、
虎头、罗汉头等，在把玩
核桃中麻核桃属于高档种
类，产量少需求多，市场售价高。
楸子核桃相对平民化，受老年朋
友喜欢，保健功效强，虽然价钱
便宜，但也不乏一些好的品种，
如桃心、枣核、鹰嘴、异形等都是
值得关注的种类，多生长在东北
长白山地区，产量高、品种多、形
状多，纹路变化多。铁核桃手感
沉，纹路较浅，但一些极具收藏
价值的异形核桃多出自铁核桃，
如三棱、四棱、三联瓣、蛇皮纹、
铁元宝、牛肚、铁观音等。

玩核桃的人习惯了用
简单、明了又有特点的

话介绍核桃，这些叫
法听起来简单明了
且趣味十足。如“阴
皮”，也称青皮或
黑块，多为自然因
素，核桃表面的黑
斑 或 黑 块 。“ 闷
尖 ”，核 桃 尖 的 一
种状态，就是核桃

尖 长 在 了 里 面 。
“底”，核桃的底部叫底

座，俗称“底儿”。“抽了”，新核
桃水分蒸发造成的缩小。“几个
几”，如三个七，即3 . 7厘米，核桃
大小的指标，核桃摆正后两边棱
的最宽距离。“纹”，纹路、纹理，
好坏没有定论，但是纹路越深越
好是共识。“品相”，一对核桃的
品质与相貌的总合概念。“四大
名核”一般指狮子头、官帽、鸡
心、公子帽四种文玩核桃。“老核
桃”，一般指已经盘出来并有几
十年历史的核桃。这些称谓时间
长了叫的人就多了，叫的人多了
就成了玩核桃的术语，术语有了
也就成了核桃好坏的评定标准。

在我国几千年文明史的沉
积下，文玩核桃的群体也在不断
地扩大，品种少、品相好的核桃
越发被人们喜爱和珍藏，其所包
含保健、休闲、赏玩及收藏的综
合特点也是值得我们去了解和
熟知的。

(英大)

研习书法，具备一定基础后，
要进入更高层次，最大的敌人是
什么？有人说悟性，有人说勤奋，
还有很多人认为是修养，其实这
是必要条件，而非敌人。在我看
来，最大的敌人是好恶之心。因为
好恶，人为的与多半的优秀书家、
作品或者风格失之交臂，成为很
多习书者最难克服的心理。

“深入研究一下自己厌恶的
东西”，这话是奇嵩说的，而且他
也这么做了。他用了很长时间，
耐着性子，把自己厌恶的书家、
作品和风格，认真梳理了一遍。
从厌恶到发现，从发现到接受，
从接受到汲取，他的收获远远超
出了最初的认识，使他眼界为之
一宽，风格为之一变，炼成了变
化多姿的书法艺术语言，或雄
浑、或清丽、或豪放、或婉约，写
来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进入了
书法艺术表达的自由之门。从苦
心孤诣的修习，到好恶之心的克
服，奇嵩由初窥门径的书法青
年，一路成为登堂入室的高手。

长期以来，奇嵩一直在坚持
一项艰难而又浩巨的工程———
通临历代碑帖。他临的，不是单
行本的字帖，篆、隶、草、楷、行诸
体，凡一上手，不是某代汇编，便
是某家全集。历代书家和碑帖，
他不是有所选择、择其一二，而

是照单全收、逐个“蚕食”。先不
说所得，单独这分恒心，就是金
石难开、风雨不毁的铁志。古今
文人，重读书也重游历，所以古
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
书法练习而言，读万卷书就是碑
帖的通览，行万里路就是碑帖的
通临。奇嵩走的通临之路，貌似
笨拙，实是习书唯一的捷径。古
人说“大智若愚”、“大匠若拙”，
用这描述奇嵩，非常恰当。

奇嵩临帖，不求肖似，孜孜追
索前人的笔法笔势，着眼发掘前
人的笔意精神。乍看来形体多不
精准，细揣摩笔下尽得前人风骨。
所谓求法求神不求其形，存脱毛
去皮之心，见敲骨吸髓之志。这项
工程，至今未完，他按照自己的计
划，步步为营，笃以坚韧，一如初
行。我深信，奇嵩如此坚韧不拔的
研习，深入广泛的汲取，必将在日
后盛开光彩夺异之花。

很多人进行书法创作，提笔
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不假思
索地就书“远上寒山石径斜”，不
管诗意，不问节奏，只管挥毫，自
己擅长狂草则狂草，自己擅长大
篆则大篆，看上去功夫不错，却
不能实现书法和文学的珠联璧
合，即使龙飞凤舞，仍然是失败
的创作，只能算是抄书匠，不能
称为书家。书法是一种艺术表达

方式，它不只是把字写得好看，
也不只是把点划写得精妙无比，
而是对所书写文字，用书法语言
进行艺术诠释。书法创作，书太
白诗当狂放，写河东词宜婉约，
题画须合画境，赠答必示伤别。
凡笔势的转折、点划的顿挫、篇
章的节奏，须合乎行文的转折节
奏。凡书法风格的选择，须合乎
行文的文学风格，如此才是书法
中的上品。

观奇嵩书法，已经体会到了
这层道理。细看他的习作，已经
深入领会了所书文字的文学意
味。或朴茂、或清丽，或飞舞、或
起伏，或古意、或现代，点划变化
总是服从文字的风格，笔势来去
总是服从文字的节奏，笔意传达
总是服从文字的意蕴。这便是历
代书家常说的字外功夫，这就是
作为一个书家应有的修养。奇嵩
在习书之余，创作了不少诗词，
这得益于他的文学修养。坚持啃
下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成为
他打开古典文学之门的钥匙，也
使他在文学欣赏和创作方面有
了很大的提高。左手文学，右手
书法，脚踏实地的奇嵩，践行着
历代书家内外双修的箴言。

去好恶之心，存通临之志，
得书法正途，我看到奇嵩正在走
一条大家之路。

博采以志高，养晦而求远
——— 评王奇嵩书艺之路
张谦

1972年生于山东新
泰，1994年毕业于山东科
技大学，现供职于山东电
建一公司。系中国书协会
员、济南青年书协副主席
兼理论部主任、山东省青
年作协会员。

书法作品入展全国九
届国展、“林散之杯”南京
书法传媒三年展、“西泠印
社百年展”、全国首届青年
美术书法展等展事。书法
作品、文学作品多次发表
于《书法》、《书法报》、《时
代文学》等报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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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展现现代国
防多姿多彩的壮美画面，感悟
几千年来的兵学文化精髓，由
山东孙子研究会主办的“孙子
兵学与当代国防 (网上 )摄影
比赛”日前启动。广大摄影爱
好者可以通过镜头捕捉眼中
的中国优秀传统兵学文化，让
历史在镜头上留下永恒。

此次比赛围绕“孙子兵学
文化与当代国防”这个主题，
全方位、多视角地表现兵学文
化遗址、革命纪念地和纪念
物、与军事有关的社会活动、
国防建设面貌、国防生学习训
练生活、部队训练演习等，表
达增强国防观念，焕发爱国热
情，坚定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
和信心。欢迎广大摄影爱好者
踊跃参加，2013年5月30日为
首期截稿时间。电话：0531-
8 2 6 6 0 0 2 5 ，网 址 ：h t t p : / /
www.sunzibf.com/sz/。

(本记)

用镜头捕捉

优秀兵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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