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画室画廊遍地 画坛大家云集

小小城城潍潍坊坊，，越越来来越越有有艺艺术术范范儿儿
本报记者 张浩 庄文石

4月22日上午9点，王文
健匆匆赶到鲁台会展中心后
就直奔向二楼，这天是第四
届中国画节展览的最后一
天，他差一点就错过了。五
天来，会展中心内游客络绎
不绝，王文健也成为了前来
参观的45万人中的一员。五
天来，络绎不绝的参观人群
似乎验证了中国文联副主
席、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的
有关潍坊的预言，在4月18
日的开幕式上，作为应邀嘉
宾，他曾在致辞中说，中国
画节已经成为一张亮丽的文
化名片，作为一名潍坊人，
他深感自豪。

再往前一年，2013年4
月21日，在第三届中国画节
开幕式上，当潍坊市市长刘
曙光和中国画学会会长郭怡
孮揭开“中国画都 山东潍
坊”牌匾上的红纱那一刻，
昭示着潍坊已成中国画“国
标”，从此，“中国画都”
与“世界风筝都”一起，成
为潍坊两张闪亮的城市名
片。

在中国画节上，如果你是
书画爱好者，徘徊在各式各样
的展板前，你会“技痒难耐”，如
果你对书画涉猎不多，那用时
下最网络的语言表达就是“不
明觉厉”。

“潍坊的书画水平确实很
高，这次来参展真算见识到
了。”90后画家庞聪老家是山东
菏泽的，此次她带着自己的三
幅新水墨画作与老师一同来参
展，收获颇丰。

庞聪说，作为年轻画家，她
深知自己的作品还有许多不足
之处，她的作品更多的是一种

年轻人对传统事物的表达。“比
如蔬菜和水果，我把切面画出
来，换一种视角来表达，就会是
另一种感觉。”庞聪告诉记者，
参展闲暇之余，她也去其他作
家的展区参观，从其他名家身
上，她体会良多，比如细节的处
理，以及对当代艺术的不同表
达方式。她说如果有机会，希望
明年还能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业内流传一句话：中国书
画市场看山东，山东书画市场
看潍坊。单就国画家而言，潍坊
历来名家辈出，有古代韩熙载、
苏轼、李成、张择端 ,现代郭味

蕖、于希宁、陈寿荣 ,从潍坊走
出去的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和
中国画学会会长郭怡孮更是当
代画坛大家。

有名家更有书画氛围。在
潍坊，各类画廊、书画室已经发
展到2000多家，分布于中心城
区和各县市区。更有人拿潍坊
跟成都打了个诙谐的比方:“成
都人闲来麻将聊茶 ,潍坊人闲
来习书作画”。

还有那艺考大军，从2003
年潍坊开始承办省外大中专艺
术专业考试以来，每年春天，那
些背着画板画夹穿梭于潍坊大

街小巷的孩子们已成为画都一
景。

刘大为曾感叹说，自2011年
开始,中国画节与文展会同期举
办,规模日益壮大,影响日益广泛,
成果日益突出,搭建起了推动文
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良好
平台和有效载体。中国画节已经
成为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尤其
是潍坊在艺术高考、艺术学术活
动、艺术品市场等诸多方面已经
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和影响,为推
动中国画艺术交流与发展、文化
大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无愧于

“中国画都”的美誉。

书画市场看潍坊

22日上午，虽然已经到了
展会的最后一天，北禅写真院
带队的李爱芳仍在认真地向前
来参观的民众讲解他们的作
品。因为工作的关系，李爱芳
去过很多国家和地区，也参加
过许许多多的画展，她坦言，
来之前并不觉得这次潍坊之行
会有什么收获，一个地级市，
连省会都不是，能怎样？

她用“震撼”来形容第一
次来潍坊的感觉。让李爱芳震
撼的，不只是那四万多平米规
模的展厅，更多的是这个城市
从上到下对画的专注和对画的

理解。在她看来，中国画都的
称号“实至名归”。不只是
她，这也是众多参会书画家共
同的感受。

南开大学美术教授，今年
80岁的乔修业是第一次来潍坊
参加画展，对于此次会展，乔
修业表示，真可谓让他大饱眼
福，不虚此行。

乔修业说，虽然是第一次
来中国画都潍坊，但是他对潍
坊的了解却不少，潍坊是一个
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悠久的城
市。古有张择端、刘墉等大画
家，近现代也出了不少名画

家，多年来书画艺术发展一直
处于全国的前列，从前也有许
多潍坊的书画活动邀请他参
加，但是由于年龄和身体原因
一直没能赶来。“这次好朋友
告诉我说有一个文展会活动，
让我一定要来看看，这才能有
机会过来进行交流学习。”

在乔修业看来，潍坊“中
国画都”的称号实至名归，乔
老举例说，在他参展期间，许
多来看画的非专业人士的欣赏
水平很高，与他探讨画作时的
角度很新颖，这也说明了潍坊
这个城市市民对书画的喜爱程

度。
此外，乔修业告诉记者，

此次文展会中国画节展出的作
品，既包括高水平画家的作
品，更包含许多后起之秀新锐
画家的作品，有的画家作品风
格化极强，气势恢宏，给他留
下深刻的印象，对于本土年轻
的新锐画家。“年轻人应该跳
出古人的圈子扔掉拐棍，多一
些才创意，有自己的想法和风
格。”乔修业表示，年轻画家
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只要下功
夫，有活到老学到老的劲儿，
成功的机会就更大。

被“震撼”的外地画家

我没有钱，但我手里有值
钱的字画，我可以用字画作抵
押来贷款吗？在以前，如果一
个书画收藏者向银行提出这样
的要求，那么毫无疑问是要被
银行拒之门外的。一直以来，
中国艺术市场的复杂性、不规
则性、低透明度和高风险性，
决定了进入这一市场需要极大
的勇气，正规的金融机构很少
冒险进入这一领域。

但在潍坊，第一家敢于吃
螃蟹的银行很快出现了，2009
年，潍坊银行率先在全国推出
了第一单艺术品质押融资产
品，随后又建成了国内首家银

行投资的艺术品仓储库，推出
基于推动民众艺术消费的艺术
品消费信贷系列产品，截至目
前，潍坊银行已累计向50余名
艺术市场主体投放了近5亿元
授信。

为何艺术品市场的抵押贷
款产品没有诞生在北京、上海
这样的国际一线都市，偏偏诞
生在了连省会城市都算不上的
潍坊？实际上，当潍坊银行率
先尝试这一领域时，确实也曾
遭受质疑，但对于一家成熟的
金融机构，潍坊银行何尝又不
知道规避此中的风险？

为了既做好服务又控制风

险，潍坊银行为此建立了专业
化的经营管理团队，进行了大
量艰苦细致的市场调研和理论
准备工作，最终得出的结论，
就是潍坊的艺术环境，完全可
以承担得起这项看似充满风险
的业务。

对此，潍坊银行董事长史
跃峰曾在一次谈话中做了这样
的总结：“我们以极大的勇气
推动金融与艺术市场的深度融
合，创新推出艺术金融服务，
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具有深
厚历史文化底蕴又充满艺术气
息的城市。这座城市也是我国
最重要的书画艺术品一级市

场 ， 名 副 其 实 的 “ 中 国 画
都”。这里民间收藏之风盛
行，艺术品经营机构众多，艺
术品交易与艺术交流活动非常
繁荣活跃。”

而随着潍坊作为“中国画
都”日益在艺术界声名鹊起，
潍坊银行的艺术金融之路也越
走越宽。据了解，目前，潍坊
银行正在与大数据公司和科研
机构合作，成立艺术金融研究
中心，并将启动“中国艺术金
融数据库”项目建设，从而使
艺术金融实践由感性摸索阶
段，走向数据与理论指导下的
理性发展阶段。

用字画抵押贷款这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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