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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画中中有有情情义义
《绿色使者——— 菜乡劳模王乐义》创作感悟

在得知山东省重大历史题
材创作征稿时，我便开始思考选
择哪种题材进行创作，在清华美
院一起学习的老同学——— 王勇
的一个电话，为我拨开了迷雾。
王勇在潍坊学院任教，他说潍坊
有位“名人儿”叫王乐义，在身患
重病的情况下，发明和推广冬暖
式蔬菜大棚，结束了我国北方冬
季吃不上新鲜蔬菜的历史，备受
当地百姓热爱。艺术向来传递的
是真善美的正能量，像王乐义这
样拥有高尚人格和奉献精神的
楷模理应值得推广、学习，这一
题材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我便
答应下来。

接下来，我俩便坐火车来到
昌乐蔬菜大棚进行采访和体验。
走进蔬菜大棚的第一感觉便是
大，宽敞的大棚一眼望不到头，
完全打破了我印象中低矮的小
土棚形象。再仔细看，蔬菜品种
也很多，架上的瓜果和地上的蔬
菜，高低错落，搭配有致，无土栽
培的蔬菜更是花样繁多，大棚内
设置有喷水、排水系统，科技含
量高且美观。在参观完大棚之
后，我们来到王乐义的办公室与
他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王乐义
和蔼、平易，对我们的提问回答
仔细、认真，使我拿到了详尽的
一手资料。

回来之后，我丝毫不敢懈
怠，开始构思、起稿，在我看来，
打破常规性构图，突出本题材
特色是至关重要的，脑海中浮
现出大棚给我的第一印象———
高大，于是我以大棚的拱形为
背景，将人物穿插其中，组成了

一个三联式构图，这一图示框
架一经创立就没有改变过，层
层评审时，评委也十分肯定这
一构思，可以说这一图示对我
们本次创作的最终入选起了决
定性的作用。在作品草稿经过
初评后，由于我的老同学王勇
要去北京读访问学者，这张大
画便被我拿到了青岛接着画，
一直到完稿。一年多的创作时
间里，我十分感谢我的老同学，
因为每次合作都需他坐火车来

青岛，往返了大约四五次，而每
次的交流探讨都能激发出新的
想法。

现在回忆起来，这张约两
米高三米宽的大作品对我而言
是很大的挑战，单就拓稿裱纸
就费了大力气，以前工笔创作
的画板太小，我又专门定制了
大号画板，画的时候更是将踩
桌子爬架子的方式都用上了。
由于我采用的是工笔画法，相
比写意而言费时费力，工笔画

法对于细节的要求很高，在画面
大关系铺好之后，每一片蔬菜叶
子，每一个果子，以及每一个人
物的脸部、穿戴等细节刻画都煞
费苦心，前前后后从完成草图，
到一审二审的观摩，用了一年多
的时间。创作完成之后，面对如
此大的画幅，我不禁感叹佩服自
己能完成如此大的工笔创作，而
笔下的创作对象——— 劳模王乐
义的精神力量似乎也是不可缺
少的动力。 (季颁 )

1974年生于青岛。1998年毕业
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饰绘画专
业，获学士学位。2005年毕业于清华
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获硕士学
位。2011年访问学者毕业于中央美
术学院中国画系。中国美术家协会
会员；山东美术家协会会员；青岛
市十佳美术新人。现任青岛大学美
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

2003年《清风朗月》获第二届中
国美术金彩奖优秀奖。2004年《渔》
获第二届中国人物画展银奖。2006
年《泊》入选第六届全国工笔画展。
2006年《琴岛之夜》入选首届全国城
市山水画展。2007年《琴岛之夜》入
选第二届当代中国画学术论坛暨
艺术新作展，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2007年当选为青岛市十佳美术新
人。2009年《渔》入选第十一届全国
美展。2009年《欢乐山村》入选中国
金陵百家画展。2010年《快乐的村
庄》入选第八届全国工笔画展。2012
年《阳光》入选第七届中国西部大
地情——— 中国画、油画作品展。

山东省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系列经典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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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恒昌2013秋季艺术品拍
卖会将于12月4——— 5日进行预
展，6日于泉城路维景酒店二楼
开拍。在众多拍品中，2013秋拍当
代书画专场奉现出的霍春阳最
新力作《花卉八条屏》，将为观众
带来耳目一新之感。

《花卉八条屏》中，孤傲之
梅、幽静之兰、劲拔之竹、淡雅之
菊、雍容之牡丹、曼妙之紫藤、端
庄之玉兰及高洁之荷花，宁静清
幽、用笔精道，作品具有较高的
格调，充满寂静空灵的艺术境
界，一花一草都融入了画家的思
想和情怀，八种姿态的花卉，八
件形质各异的赏石，因心造境，
显示出画家厚重豁达的性格内
涵和人格修养。

霍春阳追求画面意境，用
简约的形象表达出深沉、博大
的意境。绘画中的用笔能传达
情性，线条中轻重缓急的变化，
更能呈现出一个人的思想、情
感乃至学识修养。霍春阳的画
中能有超凡脱俗的境界，主要
得益于他继承传统和文化上的
积淀。在霍春阳看来，传统本身
是一个博大的世界，是精神世
界永恒的自由王国。对于霍春
阳的坚守传统并成功探索，美
术界一直评价颇高。中国美术
学院中国画系教授、著名画家
吴山明说，霍春阳深厚的传统
根基，使他能够由传统而出新，
形 成 具 有时代 特 征 的 个 人 画
风；美术评论家梅墨生在评价
他的画时说：“相对于如今那些
满 纸 莫 名 其 妙 的 满 塞 的‘ 黑
画’，张扬的纵横涂抹的‘大’
作，我品尝到了一种平淡幽远
的意境寄托”。

霍春阳作品具有简淡冲和、
虚静空灵之美，成为本次恒昌当
代专场中的领衔之作。而即将开
槌的恒昌秋拍，将带来更多的高
雅艺术享受，供藏家品评鉴藏。

（东野升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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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慈禧禧瓷瓷器器：：笼笼罩罩在在
女女性性色色彩彩中中的的皇皇家家用用瓷瓷

近几年来，清三代的陶瓷精品在市
场上价格越来越高。因此，收藏家开始
把目光瞄上了存世量较大的清晚期陶
瓷上。但是此时期的瓷器质量良莠不
齐，收藏时存在巨大的风险。想要规避
风险，就要尽量选择一个精品品类系统
收藏，专门为慈禧烧制的瓷器即是其中
代表。慈禧掌权以后，进入所谓“同光中
兴”的历史时期，景德镇御窑厂烧制了
不少精美的瓷器，使长期不景气的制瓷
业稍有复苏，有直追雍乾之势。

在为慈禧烧制的瓷器上都署有她
所住过的殿堂名，如“储秀宫制”、“长春
宫制”、“体和殿制”、“乐寿堂制”等，在中
国陶瓷历史上绝无仅有。慈禧生活用
瓷，从器物器型到颜色纹饰都充满女性
特色，秀丽精巧，典雅柔和：无论盘、碗、
杯、碟，都轻盈小巧，便于把持与使用，
宴饮时盛放残渣骨刺的渣斗也都高不
足10厘米，十分秀美。

除了器形，慈禧瓷器中的用色也处
处彰显与众不同的品味。瓷器除了白地
以外，还有蓝地、深蓝地、浅蓝地、豆青
地、浅豆青地、藕荷地、浅藕荷地、黄地、
明黄地、大红地、粉红地、紫地、翡翠地、
浅绿地、绿地等。其中，藕荷地、紫地、翡
翠地等色彩都是慈禧的“新发明”。除此
以外，她更是以深浅不同的红、黄、蓝、
绿、紫、粉、金、黑等色彩描绘各色图案
和纹饰。此外，她好像尤其钟爱墨彩，在
这些瓷器中，用各种色地衬托墨彩绘画
的器物非常多，有绿地墨彩、黄地墨彩、
白地墨彩、蓝地墨彩等，墨彩器物烧造
数量大大超过以往。

在瓷器收藏中，大雅斋瓷器几乎成
为了慈禧瓷器的代名词。其实，“大雅
斋”也是清代皇室一处宫室的名字，清

咸丰五年，咸丰皇帝写了两面“大雅斋”
匾赐给了当时的懿嫔，也就是后来的慈
禧，一块挂在皇宫紫禁城内的平安室，
一块挂在圆明园的“天地一家春”建筑
群中。平安室位于养心殿后殿的西耳
房，是慈禧从咸丰四年开始跟随皇帝居
住的地方，从嫔到妃再到贵妃，一直住
在这里。而挂在圆明园“天地一家春”的

“大雅斋”匾已在英法联军的大火中荡
然无存了。同治皇帝为了取悦两宫太后
而重建圆明园，其中就包括“天地一家
春”建筑群，同时让景德镇烧造标有“天
地一家春”的“大雅斋”瓷器，用来装点
这处建筑，但由于圆明园重建工程中
断，这批为“天地一家春”专门烧造的瓷
器在完成后也就没能进入圆明园，最终
留在了皇宫大内。

“大雅斋”瓷器之称，并不仅仅因为
瓷器是为大雅斋所烧造的，而是在这些
瓷器上有着特殊的符号和文字，那就是
在每件器物的明显位置都题写有“大雅
斋”三字楷书。一般是在器物外壁口沿
下或是盘、碗等内壁上，自右至左横
写三个字，字的右侧是“天地一家春”
盘龙篆书印章图记。而“天地一家春”
印章款也有不同的排列方法，一种是
双排，即“天地一”三字在右边，“家
春”两字在左边；另一种是上下顶天，
中间分左右，即“天”和“地”两字分
开，分别位于上下两端，中间是“一家
春”三个字，而“一家”两个字在右边，

“春”在左边。也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
款识，人们才将慈禧时期的这类瓷器
习惯地称作“大雅斋瓷器”。这些瓷器
不仅成为晚清瓷器代表性精品，也为
后人研究这位权倾一时的女性提供
了丰富资料。 （东野升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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