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志

》》》2013年韦辛夷艺事一览：

●2月1日，《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草图入选文化部、中国文联、
中国美协、财政部主办的“中华文明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工程”。

●5月17日，连任济南市美术家协会第六届理事会主席团主席。

●5月27日，赴法国、意大利艺术考察。

●6月8日，“齐鲁风·五人联展”在辽宁省沈阳展出作品十余幅。

●7月6日，山东大众艺术节“美的印象”在省博物馆展出，参展
作品5幅。

●7月13日，在御泽轩艺术馆举办“此处清凉·五人画展”，参展
作品20余幅。

●7月21日，山东省重大历史题材签约作品《闯关东》参加“十艺
节”山东美术作品展览预展。

●7月28日，为济南电视台“人文济南”电视宣传片创作中国画
《碧筒饮》和《湖上衔杯弄白云》。

●9月13日，“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签约仪式在北
京国家博物馆进行，同期公示展出《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草图
二稿。

●10月12日《闯关东》被评为“十艺节全国美术作品优秀作品”，
在山东美术馆(新馆)展出。

●10月12日，作为“十艺节“系列活动之一《烛影摇红·韦辛夷画
钟馗》在济南美术馆(新馆)展出，展出作品60幅。

●10月27日，作为“十艺节“系列活动之一，创作的中国画《蝶梦》
入选山东省文化厅主办的“美丽的传说”画展。

●11月21日，中国画《孔子见荣启期》入展孔子基金会主办的
“儒风泰山”画展。

●12月14日，作品3幅参加济南报业集团举办的“沧溟一掬”作
品邀请画展。

※组织活动：

◎组织“济南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工程”的创作和实施。

◎参与组织“山东省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工程”的创作工作。

◎组织并参与省、市“十艺节”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的发动、策划
和实施工作。

▲孔子见荣启期 180x240cm ▲钟馗嫁妹 100x50cm

韦辛夷的2013艺术创作

笔笔从从文文中中来来

2013年对于韦辛夷先生来
讲，是充实忙碌的一年，他参
与大量创作、活动，并在领导
岗位上进行着各种发动、组织
工作；以大创作为主的基础
上，又有许多高古清雅的小
品。不仅如此，他还尝试开拓
思路，运用一些新材料，可谓
不断耕耘、不断收获。

荟萃百家 稷下争鸣

去年，韦辛夷先生创作的
《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成功
入围“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
创作工程”，成为全省2件入围
作品之一。在这幅草图上，我
们看到的是稷下学宫内汇集
天下贤士的盛况，人群中央，
是两位正在雄辩的学者，如果
注意细节，会发现二者席地而
坐，布衣者慷慨激昂，峨冠者
气势走弱，前者身下草席多至
四五张，而后者所剩无几。坐
下草席多少之别，是韦辛夷先
生巧妙运用了“夺席谈经”的
典故，“讲经辩难时，辩胜者夺
取他人的坐席”，韦辛夷先生
说，“这样的情景设置是为了
突出稷下学宫无论学术派别、
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
别、年龄、资历等如何，都可以
自由发表自己学术见解的历
史实情。二人谈经右侧，持圭
而坐者，则为思想家荀子的形
象。据悉，他曾三次担任过学
宫的‘祭酒’，即学宫之长，为
辩论公正判定胜负。在学术主
张面前，真正做到了大夫贵
族、布衣平民无分。”

稷下学宫表现的是中国
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
为了创作这幅作品，韦辛夷先
生翻阅了大量历史、文学、建
筑资料，土木砖瓦、服饰、工具
无不考究，他说，“稷下位于齐
都临淄城的稷门附近，齐国君
主在此设立学宫，因学宫地处
稷门附近而得名为‘稷下学
宫’。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
曾几乎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
中的各个学派，其中主要以

道、儒、法、名、兵、农、阴阳诸家
为主，稷下学宫也成为当时各
学派荟萃的中心。这些学者们
互相争辩、诘难、吸收，成为了
中国学术思想史上难得再现、
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

由于西方美术史中重要
的作品《雅典学院》也刻画了
思想家哲学家的思辨盛况，因
此，韦辛夷先生在画面中有意
做了一些回避，基础工作已经
完成，下一步，他将研究如何
加强画面表现力的问题，完成
整幅作品。

历史画创作：
把握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不仅如此，韦辛夷先生在
创作《闯关东》的过程中，也是
严谨的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
献资料，经过长时间的吸收和
消化，融汇进他用笔墨塑造人
物的艺术本体中。在选取典型
环境方面，韦辛夷把视角定格
在山海关城门楼前，并把人物
分为三大组，中间一组面对观
众，缅怀家乡，左侧一组背向
观众走出城门，右侧一组就地
休息，层次分明且相互联系。
在构图方面，作者又十分留心
人物与环境的边缘剪影效果，

从左至右沿人群有一条贯通
的横向动态线——— 有规律的
正弦曲线，恰好使面向观众的
一组人物有向前的张力，使走
向城门的一组人物有向内的
冲力，吻合了主题的需要。“闯
关东，应该突出的是一个‘闯’
字，是带着希望的迁徙，而非
流离失所的逃亡，所以，我在
细节方面加上了教书先生整
理书籍的情节，出关后要更努
力的谋生，过上更好的生活，
以此呼应主题。”

韦辛夷先生对历史画创
作情有独钟，也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心得，他认为，历史画不
同于其他题材，是创作中难度
最大、要求最高、顾及因素最
多的一类题材。历史代表着曾
经发生过的真实存在，与汪洋
恣肆的艺术想象不同，在美术
创作的所有题材中，画历史画
需要把握好历史真实与艺术
真实。在尊重“大历史”真实的
基本前提下，允许对历史情
境、人物精神进行合理想象，
才能起到强化人物、深化主题
的作用。

古风道义 心向往之

除了以上两幅重要的大

创作，他的《蝶梦》、《孔子见
荣启期》，以及“烛影摇红·韦
辛夷画钟馗”展，更给人们带
来了不同的感受。这些作品
超脱严谨法度之外，往往一
气呵成，愈显挥洒自如，淋漓
尽致。那身化成蝶的庄周，

“鹿裘带素，鼓琴而歌”的荣
启期，似乎正是画者自己的
心神写照。

在韦辛夷先生的书房
中，古籍经典挤满书柜，文学
历史天文地理无所不包，好
读书的文人习性一直伴身，
对古风道义“心向往之”，也
让其举手投足、笔里墨间充
满洒脱倜傥，有怡悦情性、洗
心养身的味道。他笔下的大
创作厚重、耐品，无不透视出
非凡的艺术功底和文化修养；
小品画中仕女娉婷婀娜，高士
抚琴品茗，花草疏枝横斜，虽
逸笔草草，却是意韵横生。就
连画钟馗，他也能洋洋洒洒写
出《未必他心是我心》，从文化
史和美术史的角度对钟馗形
象做出梳理，这种文气与考
究，在当代浮躁的社会中是难
能可贵的。只说“神来之笔”，
不如问“笔从何来”，韦辛夷先
生正是“笔从文中来”的最好
写照。 （东野升珍)

暂闯关东 290x560cm

▲韦辛夷在创作《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

韦辛夷，1956年生于山东济南。擅长

中国人物画，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
院，1992年深造于中国美术学院刘国辉教
授工作室，为首届中国人物画高级研修班
成员。现为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济
南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山东书画学会副会
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
师，济南专业技术拔尖人才，被列入山东
省高层次人才库，被聘为山东师范大学艺
术硕士专业学位校外导师、山东大学尼山
学堂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晚
荷
秋
香

46x
68cm

鉴赏·人物
今日济南

C14 2014年3月31日 星期一

编辑：何彦民 美编：魏雨涵

2013艺坛


	C1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