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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回到到家家乡乡，，赵赵紫紫林林画画展展乡乡情情浓浓郁郁
展出43幅精品均为大同美术馆馆藏

本报5月11日讯 (记者 郗
运红) 10日，由滨州书画联盟、
滨州收藏家协会、滨州大同美
术馆、沃龙艺术馆、紫林美术
馆、东方画馆、雅石斋联合举办
的大同美术馆藏赵紫林书画展
在博兴隆重开幕，此次展览为
期5天，共计展出赵紫林43幅精
品力作，多位嘉宾到场并纷纷
致辞表示祝贺。

赵紫林，1937年生，山东博
兴人。1961年毕业于山东艺专
美术系，教授、国家一级美术
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紫林

美术馆荣誉馆长，山东画院高
级画师，滨州市美协名誉主席，
滨州画院名誉院长，曾任滨州
市美协主席，山东美协理事。本
次展出作品纯净古朴、造型浑
厚、笔墨简约、以意造型，吸引
了众多专业人士和美术爱好者
参观。

“欢迎家乡父老横挑鼻子
竖挑眼。”开幕式上，赵紫林先
生幽默地说，并对本次画展的
主办单位和嘉宾及家乡父老表
示感谢。开幕式刚刚结束，有位
赵紫林书画爱好者，拿着一幅

多前自己收藏的画来到现场，
希望赵紫林老师帮忙鉴定一下
是否是他的真迹。赵紫林一眼
就看出这幅以“鸡”为主题的画
作，正是他17年前讲课时所作，

并欣然为这位藏友题款以作纪
念。展览中，还有多年未见的老
同事，听到有赵紫林的画展消
息，特意赶来见一下老朋友，赵
紫林均以作品集相赠。此次画

展，浓浓的博兴乡情贯穿始终。
出席本次开展仪式的有滨

州市有关领导，以及来自济南、
东营、滨州等地的著名书画艺
术家。

肉联厂走出书法家
心酸囧事鲜有人知
自古英雄不问出处，书法成

就不论出身，陈杰恰恰应了这句
话。1965年出生的他，现在是滨州
文联书法家协会(驻会)，国家一
级美术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
兼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青
年书法家协会顾问，滨州市书法
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滨州市
青年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然而
有谁知道，陈杰也是一位“半路
出家”的书法大师。以前在肉联
厂工作的他，为了在书法的道路
上走得更远，可以说经历了各种
心酸的“囧事”。

对于书法初学者，一般先临
摹练习。陈杰告诉记者，1984年他
刚刚学书法的时候，第一本书帖
是舒同的，那个时候还不太清楚
什么帖碑，只知道舒同全国有
名，于是乎就买来舒同的字帖练
习。现在他回忆说，书法学习从
古贴练习为好，没有专人指导确
实让他走了很多的弯路。后来听
说有个书法学习班，便交了4元
钱的学费，跟高景林等书法家学
了整整11个晚上。虽然是短短的
11个晚上，但对于陈杰来说却意
义深远，这一次的学习使他更加
喜欢、痴迷书法。1987年，他孤身
一人背着背包去西安、洛阳等地
学习，那时的工资只有几十块

钱，自己的积蓄也没有那么多，
就借了500元出发了。在西安，他
借了一辆自行车就往碑林跑。转
道洛阳，刚下车包就丢了，向朋
友借来的珍贵相机也在里面，正
在紧张得不知所措，幸好碰到好
心人把包还了回来，陈杰这才一
下子如释重负。

回忆起从前，各种心酸往事
不禁涌上心头。然而对有志于一
项事业的人来说，机遇也总是不
期而至。陈杰说，自己走进书法
殿堂的真正转折点，是2002年9月
至2003年12月在北京师范大学脱
产学习。这个阶段，他对中国书
法的认识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之后，陈杰真正走入了书法天
地。2005年9月，陈杰又去参加了
书法研究生课程，就读于中国艺
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首届书法
研究生课程班，并在2013年成为
了中国国家画院沈鹏导师书法
精英班的学员。

他学习书法从唐楷入手，几
十年不间断地学习，成就了现在
的成绩。他的作品多是魏碑帖、
章草,近几年又开始钻研汉隶、汉
简等，为此他3次去甘肃汉简博
物馆学习研究。他的各书体,思路
清晰,取法宽泛，不仅体现出深厚
的功力 ,而且融入了独到的书法
思想。

次次努力点点心血
滨州书法步步前行
谈起滨州书法目前的成就，

作为重要的见证人和经历者，陈
杰很谦逊，也很低调，原来有积
淀，现在有支持，未来有前景。

1998年，孙树勋是滨州市书
协主席，陈杰担任当时滨州市书
协秘书长。那时的滨州书法几乎
不成系统，有架构没机构，对于
书法的发展很不利，他们和有眼
光的书法家们一起，规划着滨州
书法未来的发展之路。他们分析
当时滨州书法的现状，分析当时
在省里的成绩与位置，还有当时
的活动发展情况，结合存在的问
题，1998年提出了具体的计划方

案。于是，一系列的书法作品展
诞生了。其中滨城区中青年书法
作品展，参赛的人员就广泛吸引
了农民、工人、教师等大批书法
爱好者。陈杰等还专门从省书协
请来专家评选，一时激起了当时
滨州书法界的极大反响。

之后举办的书法临帖展，更
是对传统书法基础的认证。临帖
展每两年举行一届，已经连续举
办了16年，2013年是第八届，从未
间断过。参展时，参赛者临写的
作品图与自己的临帖作品放在
一起展出，还要写清临写这幅字
的缘由。经过各种展览活动，市
书协终于对滨州的书法人才和
状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并织
培训学习随之而来，为以后滨州
书法的发展储备了大量优秀人
才。

1999年的三地联展，可谓是
跨世纪、进省城。陈杰等组织的
中青年书法展，由滨州展出结束
再到德州，最后是淄博，三市联
展进省城，滨州书法第一次真正
意义上在全省有了一定的影响
力。在2005年的山东省书法表彰
大会上，全省8个组织奖滨州获
得了3个，4个突出贡献奖滨州获
得了2个，滨州几乎占去了一半。

从散乱到有序，从没成绩到
“半壁江山”，滨州市书协有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2013年滨州荣获

“中国书法城”称号，这标志着滨
州的书法已经成为了品牌级别
的书法城市。这一切，无不见证
了滨州书法人一次次的努力与
心血。尽管付出了很多，但对于
这些，陈杰说只是自己的本职工
作，自始至终都是淡然一笑

“目前滨州书协已有400多
位成员，在组织展览和培训的各
种活动中都会有很好的发展。”
展望未来，陈杰低调中透出一位
书法行者坚强的自信。

忆书坛前辈忘年之交
推书法教育培养新人
2002年，陈杰见到了郭连贻

老先生。当时的郭先生还只是小

有名气，并没有像现在一样被大
家所熟知。一次偶然机会，陈杰
看到郭老先生的作品后心情非
常激动，一下子就被他的书法水
平和修养学问所折服。由此，他
们成为滨州书坛的忘年交。在三
地联展的时候，陈杰展出了自己
收藏的最喜欢的一幅郭连贻先
生的书法，时任中国书协副秘书
长、《中国书法》杂志社社长、主
编刘正成，在书法展上看到后，
足足站了二十多分钟，激动地
说：“竟然有这样的书法大家不
为人所知！”并在2000年《中国书
法》第七期“现代名家”栏目上，
专门为郭连贻刊登了现代名家
书法专题介绍。

现在，在郭连贻先生的身
边，有一大批致力于书法艺术追
求的青年朋友。陈杰说：“郭先生

以自己的深厚学养和品格给了
我们很多的启发，对我们今后加
深书法艺术的认识和理解影响
很远。”

谈起目前全国上下中小学
生书法课程，陈杰说，滨州书协
将联合有关部门举办书法名家
进校园的活动，培训书法教师，
传承传统文化。“对于现在的中
小学书法课来讲，首先就要抓好
教师的书法水平培训，一位教师
的水平高低决定了学生学习的
基础。”对于学生书的法教育，陈
杰建议不要逼迫学生去学习，要
从引起学生的兴趣入手，并建议
书法的初学者，要有正规的练
习，所谓的速成绝不是捷径，真
正的捷径只有踏踏实实、认认真
真、反反复复地去写，去练，在学
习中体会，在体会中创新。

陈陈杰杰，，徜徜徉徉于于书书法法天天地地的的行行者者
本报记者 王晓霜 郗运红

4月27日，由北京水墨公益基
金会主办，《中国书画》杂志社、宝
续堂、泰丰汇协办，以中国书法家
协会青少年工作委员会为学术指
导的“山东省十大青年书法家作
品展”在中国水墨艺术馆开幕。本
次展览共展出十位提名者的精品
力作50件，充分代表了山东青年
书法队伍的创作水平和未来动
向。入选本次展览的“山东省十大
青年书法家”，其中就包括陈杰。
记者日前对他进行了专访。

陈杰（右）正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摄

赵紫林现场为家乡父老题字留念。 本报见习记者 于雪莹 摄

开展仪式简单而热烈。 本报见习记者 于雪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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