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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染天际——— 西部风情六人展”开展

齐齐鲁鲁美美术术馆馆盛盛装装亮亮相相

由大众报业集团投资创
立的齐鲁美术馆是集展览展
示、创作研讨、对外交流、鉴
赏收藏于一体的艺术综合平
台。2013年12月建馆的齐鲁
美术馆位于济南市高新区齐
鲁文化创意基地，总面积达
2000余平方，主要用于承办
省内外艺术交流活动，设置
有展厅、艺术研讨室、艺术家
工作室、大型创作室、制茶
室、艺术品售卖区等部分。齐
鲁美术馆将着重于推出名
家、促进艺术创作的学术交
流，进一步推动我省文化艺
术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据介绍，该馆有三大特
点：第一是该馆设有山东省
最大的书画创作室，顶高6米
的画室能够让艺术家创作5

米×2米的画作，有效缓解我
省创作重大题材作品场地欠
缺的问题，为艺术家的大型
创作提供优良的环境。第二
大特点是从云南引进的普洱
生茶制作室，艺术家不仅可
以亲自制作普洱茶饼，还可
以用自己创作的作品来包装
茶饼，制成个性化产品。第三
大特点是该馆集展览展示、
创作研讨、对外交流、鉴赏收
藏于一体，是一个综合性平
台，美术馆将主要推广展览
加论坛的模式，通过作品的
主题探讨，让观众了解创作
背景和作者心境，从而更好
地理解作品。美术馆还将推
广研究式展览，通过一系列
的创作故事让读者和画家互
动。齐鲁美术馆将为山东艺
术创作走出去和省外优秀作
品引进来做出有益的探索与
尝试。

为活跃山东美术界的理
论探讨氛围，齐鲁美术馆从
2 0 1 4年3月起创办了“齐鲁
艺谭”系列论坛活动，至今
已举办《国画创作如何突破
既定模式》、《论艺术创作中
的大小品》、《花鸟画的传承
与创新》、《我省画廊的经营
模式与未来书画收藏走向》
四期论坛活动，邀请了我省
多位高校知名教授及业界
优秀画家进行“舌尖论道”，
在业界引起了热烈反响。

“齐鲁艺谭”系列论坛对于
引导大众艺术认知、增进艺
术理论探讨、培养艺术爱好
者正确的收藏观念具有重
要作用。

本报讯(见习记者 刘雨涵)
6日，由山东省文联、齐鲁晚

报、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山
东省画廊联盟联合主办，齐鲁美
术馆、齐鲁晚报书画院承办的

“墨染天际——— 西部风情六人
展”在位于济南市高新区的齐鲁
美术馆举办。作为大众报业集团
投资建设的齐鲁美术馆的开馆
之作，“墨染天际——— 西部风情
六人展”会聚了杜滋龄、孙志钧、
张文华、韩振刚、郑山麓、孙剑六
位在西部风情创作领域颇具代
表性的艺术家，为期10天的展览
将集中展出他们描绘西部高原
风光和民俗文化的60幅精品力
作，为山东的艺术爱好者奉上一
道别具特色的艺术盛宴。

这是齐鲁美术馆建馆后举
办的第一场高水平画展，标志着
齐鲁美术馆向高水准艺术综合
服务平台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高原圣境吸引观众驻足

“墨染天际——— 西部风情六
人展”以描绘西藏风情为主题，
再现了美丽的高原圣境。据悉，
参与本次展览的六位艺术家多
次往返于青藏线之间，虽题材相
似，但作品风格各异。杜滋龄与
孙志钧的画作将中国水墨画与
西方绘画技法相结合，创作元素
单纯，画面空灵。张文华的画作
气势雄浑，笔法遒劲，展现了西
部山川峻岭的风光地貌。韩振刚
则用单纯的笔调温情脉脉地表
现了藏民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郑
山麓的画作层次丰满，雄伟的峰
峦之下透露着清新自然之感。孙
剑则着重表达了藏民对宗教信
仰的虔诚之心，画面庄重肃穆。

本次展览吸引了许多省内
的艺术家、艺术机构负责人、收
藏家、企业界人士和艺术爱好者
前来参观欣赏，浓厚的西藏人文
风光对观者来说，是一场别样的
视觉体验。在展览现场，不少去
过藏区的观者依据画面内容追
忆曾经的旅行经历，在一幅幅作
品面前长久驻足。65岁的梁大爷
看了张文华的作品十分感慨：

“人活一辈子，一定要去一趟藏
区，在那里我见到了神圣的山
峰、神秘的湖泊、神奇的天路，令
人十分震撼。旅行回来后，我总
爱反复浏览当时拍摄的照片，回
味高原生活的点点滴滴，今天得
知有这样一个以西部风情为主
题的画展，特地赶了过来。我虽
然不懂艺术，但是看到这些作
品，我能够感受到艺术家们是深
入那片土地，注入了浓厚的感情
的。”

描绘藏区是“内心的渴望”

开幕式上，中国美协理事、

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朱全增认为：“这六位在全国书
画界较有影响的艺术家的作品
笔墨精到、意境深远，他们热爱
高原、依恋圣地、不畏艰辛写生
创作的精神值得称道。此次展览
为山东艺术爱好者提供了一次近
距离交流学习的机会，丰富了人
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孙志钧作为
艺术家代表在开幕式上发言：“这
次展出的60幅作品多为我们近年
来的采风创作，每幅作品都饱含
了我们对西部山水、西部人文的
眷恋，题材多姿多彩，包括传统
民族风情、西部大开发的繁荣景
象等，希望山东观众能够通过画
面，感知那片神奇的土地。”

孙志钧、张文华、韩振刚、郑
山麓、孙剑在开幕式结束之后，参
与了在齐鲁美术馆学术报告厅举
行的《西部题材人物画创作趣谈》

讲座，有观众向五位艺术家发问：
西部创作环境艰苦，到底是什么
原因吸引了众多画家前去采风？
孙志钧表示：“很多人认为，画家
画西藏是为了‘猎奇’，这有失公
允。我初入西藏是被其独特的风
光所吸引，但经过长时间思考和
创作，逐渐被震撼、被征服，创作
自觉地回归到人与自然的精神层
面上来。西藏有着我们没有却又
十分渴望体验的东西，在那里，我
们能够得到心灵的给养。所有的
艺术作品最终表达的都是人性，
而不是浮光掠影，那里的地理、人
文让我们努力去探索、追寻，很多
艺术家愿意反复前去。”张文华认
为：“汉文化中讲天人合一是一种
很高的境界，而藏民们一直践行
的就是天人合一。跟西藏人接触
很容易，他们的性格就像山一样，
少有密林覆盖，多数赤裸袒露着。

在我们自诩为‘发达’的文明中，
人与人交心越来越难，而在那里，
你的酒量有多好，朋友就能有多
少。我喜欢藏族文化是从喜欢藏
族人开始的。而且藏族的民族文
化自尊心特别强，这使得他们的
文化精华能够传承到今天。”画家
孙剑把依恋藏区的原因简单概括
为：“发自自己内心的激动，就是
渴望。”而郑山麓则认为，西藏的
神秘性是吸引他前去的原因，

“让西藏显得神秘的因素有许多，
你在不同时间段去，会感受到不
同的风光景色，每个人的身体承
受不一样，有的人到那儿就会头
疼呕吐，在这种经历中，大家也会
产生许多对人生的新思考和新体
验。”他还给台下观众建议：“如果
你跟着旅游团队去，所经历的都
是很商业性的安排，很难感受到
藏族人的坦荡与豪爽。”

相关链接

齐鲁美术馆简介

观众拍下心仪的作品。 本组照片由本报记者 张中 摄

观众在画展上讨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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