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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艺术术与与技技术术孰孰轻轻孰孰重重？？
学院油画展诠释教师群体的突破与创新

“东方意韵——— 杏坛十人油画作品展”、“油彩映像——— 第二届山东高校教师油画精品展”，作为第六届中国书画画名家精品博览会上的两
个学术性油画展，将于8月14—17日同时亮相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这两个展览囊括了毛岱宗、马立华、申林、史国强、刘雷、宋卫东、陈天
强、林波、盛伟、管朴学十位杏坛油画家，以及我省艺术院校内的于洋、冯晋、厉国军、刘宁、孙营、朱红梅、张勇、、李雪松、邹光平、岳海涛、彭
毅、焦伟、程瑞光、韩坤平14位油画教师，展现了我省写意油画“中西结合”的艺术理念和教师群体创新突破的新面貌。

杏坛画家谈“东方意韵——— 杏坛十人油画作品展”

宋卫东说：“近年来，杏坛画友
们努力实践油画与中国画的融合，
在吸收中国文人画写意传统的同
时，把写意的因素应用于油画当中，
不拘泥于形似，注重表达感情与抒
写对自然景色和物象的内心感受，
强化对客观物象神韵的把握和表
现，摆脱传统油画中对客观物象光
影和形体的依赖束缚，让绘画表达
的视觉艺术上升到意象绘画语言状
态，使西方的油画表现具有了中国
情调和意味。”

近年来，山东油画的发展现状
涌现出一些问题，比如艺术交流欠

缺。毛岱宗认为：杏坛画家艺术沙龙
式的交流方式，轻松和谐、志同道
合、不功利，也比较自由、松散，这给
画界带来了一种和谐、放松、坦诚的
愉悦感，这种自由和愉悦感也更能
凝聚画家。这些画家层次较高，不断
探索中西结合的艺术理念，画风成
熟且年富力强，能够经常坐在一起
谈艺术，搞活动，成为一个艺术沙
龙，对我省油画发展有一个启发作
用。而杏坛画家们是山东油画创作
的代表，遵循“生活是艺术的源头活
水”这一艺术准则，十分注重写生，
不断在生活中汲取艺术创作灵感，

共性之外还十分具有自己的艺术个
性，在这方面对我省油画十分具有
引领性。画家宋卫东则认为：“山东
是全国最大的国画市场，油画相对
较冷，这反而为油画艺术家提供了
一个十分好的空间，画家可以不考
虑市场，专心油画创作，在技术上，
精神上锤炼自己，潜心研究学问，这
就在艺术创新上产生了无限可能
性。此次齐鲁晚报能够推出杏坛油
画，画家们也都十分高兴，期待此次
除了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杏坛的追求
理想以外，更希望杏坛能够发展的
越来越好。” （贾佳）

◎艺术沙龙似的交流方式更有助于我省油画发展

此届博览会上的杏坛十人油画展
是杏坛画家第六次集体亮相。据毛岱
宗回忆，杏坛油画的十位艺术家首次
聚首举办展览还是在2009年，这些画
家有的是自己学生，有的是校友，同
样出自曲阜师范大学，在艺术追求上
十分一致。曲阜原是孔子讲学的地方，
所以大家就以“杏坛十人”或者杏坛画
家这样的方式举办了展览。这十位艺
术家作品风格迥异，但从审美的趣味
和表达形式看，有一个突出之处：作
品追求东方绘画意境在油画表现上
的体现。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刚开始，
艺术上的“西方热”和多次艺术学潮
影响了一批人，而中西结合的观点也
被多位画家提了出来，再加上吴冠中

先生应邀专门到曲师美术系举办了绘
画讲座，其绘画艺术表现观念和作
品让刚从文革中走来的师生耳目一
新，对曲师恢复高考后的这批学生产
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

谈起杏坛画家的共性，毛岱宗认
为还是在于“写意性”上。油画的“写意
性”是相对于写实绘画和抽象绘画来
说，”有共通之处，主要是指有一定可
辨识属性且尊重画家心境和意象的
表达。这种“写意性”犹如文学艺术
中留给读者无限想象的空间一样，也
会调动欣赏者的积极性。但油画中
的“中西结合”这种艺术观念并不简
单，画家们只有把中国和西方的文化
艺术都吃透，才能在观念和审美意象

上找到结合点。而宋卫东则认为，杏坛
油画艺术家们的创作共性还是存在
与艺术追求上，观中国学习西方绘
画的历史，主要是以徐悲鸿、林风眠
为代表。徐悲鸿学习的是西方现实
主义的表现手法，他主张“中体西
用”的观点，而林风眠的作品则借鉴
了西方绘画中的构成形式，对中西
结合表现的探索对中国绘画的创新
和发展具有更加进步的指导意义。

从这个角度来讲林风眠先生应
是中国第一代中西结合写意表现的
探索者，他的学生赵无极、吴冠中、朱
德群等应是第二代，而杏坛油画中的这
十位画家可以说是中国第三代、第四代
中西结合油画写意表现的探索者。

◎西方材料表现东方意蕴是杏坛画家共性

园丁与艺术家的双重身份

“油彩映象——— 第二届山东高校教师
油画精品展”即将亮相济南舜耕国际会展
中心。山东高校教师作为我省油画创作
的主要群体，在我省油画发展中起着重
要作用。此次1 4位中青年教师的近70幅
油画作品，将向观众展现他们近年来的创
作面貌。

高校油画教师的创作群体一直在社
会中扮演着双重角色，他们一边是我省多
个艺术院校教书育人、为人典范的知识导
师，在具备过硬的专业基本功和创作实力
外，循规蹈矩的遵从我国的师范教育。而
另一方面他们又从事艺术创作，是渴望着
不羁和自由，善于突破创新的艺术家。他
们一边从事艺术教学，一边又在艺术的道
路上不断学习，“为师、为学、为艺”是这些
高校油画教师们的全部写照。

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和创作环境
的限制，令学院老师的油画处于一个特
别的区间，他们不像很多职业艺术家一
味追求艺术观念的表达，作品十分前卫 ;

也不像很多学院中遵循传统、墨守陈规
的教师那样思想僵化且一切以传统导
向为审美。他们的油画是在遵循传统的
基础上进行突破和创新。此次参展的画
家，有的是将戏剧人物作品视为用西方
油画技法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
元素，如岳海涛；有的是把东方人眼中
的油画风景用西方的油画艺术来表现，
如孙营、邹光平、冯晋等；有的画家是探
索油画艺术中的观念表达，如朱红梅、
焦伟、李雪松等。这些画家有着深厚的
绘画功底，通过油彩在笔下的不停转换
和涂抹，来寻找自己的笔墨语言。

“艺大于术”
成为油画创作新指向

随着教师们理论知识的储备和绘画技
术的提高，艺术和技术孰轻孰重的发问也成
为困扰艺术家自身创作的问题。对此，山东
理工大学美术学院油画系教师李雪松说：

“油画越画就越觉得，绘画的终极目的并
不仅仅是存在于“技”这个层面上，如果艺
术只是一味的炫技，那就太肤浅了。艺术，
就是艺在前，术在后，本末不能倒置，一切
经验、知识与技巧都是为了前期对画面投
入的思考、想象力和情感来服务，艺术最主
要的还是观念表达。

谈到高校教师油画创作的突破和创新，
李雪松说：“我认为教书育人和专心学术的

艺术家本身是不矛盾的。教书就是教授艺术
规律和人类文化的精髓。育人却是告诫学生
做人和从艺之根本。创新还是由艺术家的生
存状况决定的，体制之外的艺术家整体生存
状况如野生丛林，艺术即是他们的追求，亦
是饭碗，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是他们生存之
根本。不可否认，体制外的艺术家在艺术丛
林的生存技能和锐意进取是体制之内的艺
术家所欠缺的。院校里的艺术家就像圈养的
动物一样，在精心的饲养下确实会培育出上
好的俊马，英俊、美观、气宇轩昂和贵族气
息，但细细体味，也确实缺少生命的野性魅
力。若要创新，则需清心养气，真视内心，涤
荡心之污浊。材料技法、风格形式是全新视
觉空间的手段和表现形式，但以作品精神
引导观者的精神境界才是艺术家一生
的向往和追求。” （贾佳）

青岛十人水彩画
优秀作品展即将举行

（本报讯） 由青岛市水彩画协会主办的
青岛市十人水彩画优秀作品展将于7月27
日——— 31日在淄博金晶大道170号文化艺术城
负一层亨嘉艺术馆开展。此次十位水彩画家带
来了具有地域特色的艺术形式和绘画风格，展
示出青岛水彩画丰富多彩、交融勃发的艺术面
貌，为广大群众提供良好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让更多的人能欣赏和了解水彩画艺术。

格业界

杏坛画家画婺源活动正式启动

（本报讯） 由婺源文化有限公司组织
和承办的杏坛画家画婺源活动7月14日正式
启动，宋卫东、马立华、李楠、林波四位教授
目前已到达沱川，随后毛岱宗、盛卫、陈天
强、史国强、申林等几位教授也将到达婺源，
大家将在中国最美的乡村进行油画写生并
举办写生作品展。画家们在这样的美景下，
将迸发的创作灵感尽情挥洒，在画纸上把眼
前的美景变成永恒记忆。

盛洪义中国画小品展亮相济南

（本报讯） 山东画院高级画师、著名书
画家盛洪义中国画小品展，于7月17日在济南
报业美术馆举行。此次将展出盛洪义近期创
作的中国画小品70余件。

盛洪义，曾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
和书法篆刻专业。其中国画苍劲雄厚，气韵恢
弘，既有扎实的传统功力，又具时代气息；书
法宗“二王”、米芾；篆刻追秦玺汉印。

“四时明月”四人书画联展将举办

（本报讯）“四时明月——— 李龙潭、刘心
亮、高天流云、孙璋书画展”于将7月26日在山
东大厦美术馆举办，展出籍贯均为山东人的四
位书画家的书法与国画作品近80余幅。

李龙潭主攻大写意花鸟、人物，画风淳朴
厚重，笔精墨简、意境高远；刘心亮作画尚意蕴
雅趣，重人文精神；高天流云对书法有独到的
感悟，认为书法是一种“有意味的崭新形式”；
孙璋的书法作品多次参加全国书法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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