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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更更多多时时间间滋滋养养艺艺术术的的灵灵气气
于秋笠教授谈德州书画艺术

于秋笠教授从小习画，始终
立足德州，走在理论与艺术研究
的最前沿。他常感叹德州书画界
曾有过的小辉煌，作为学者型书
画家，在新的形势下，他为德州
能拥有艺术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的氛围而发声。

记者：请简要介绍一下您从
事艺术实践和艺术研究的历程？

我从几岁开始习画，好在那
时没有什么艺术“考级”，也无家
长所迫，仅是自己兴趣所致，纯
属个体需求。因儿时就接触中国
画，留在心灵深处的记忆较深
刻，所以后来我选择了中国画作
为专业主攻方向。

我的大学生涯是从原德州
师专起步，现在看来起点不算
高，但近两百考生中录取十余
人，其难度不亚于当下的“艺
考”。在校期间遇到多位恩师，有
些方面影响我至今，诸多教诲终
生难以忘却。学、思无止境，随着
视野的开阔认知的提升，我先后
赴南京艺术学院、山东大学、中
国艺术研究院学习或做访问学
者。现在“博大精深”一词使用上

有所贬值，一个领域只有当你全
身心投入进去，才能体悟它的深
奥，隔空窥视一下抑或莫名其妙
地空喊一番，最终自己都不知所
云，那就是对学术的亵渎。此景
眼下比比皆是令人生厌！

记者：作为高校教授，您经
历过德州书画艺术发展的哪些
节点？

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服务
社会、文化传承是高校的四大职
能。其实细想一下它们彼此相互
关联，相行不悖。具体到德州书
画艺术界情况较为复杂，有一些
属于决策不当，更多的则是一直
在做“画”外功夫，不辞辛苦地奔
波于名利间，时下应积极倡导定
力与毅力而不慕虚誉，但落实在
个体身上不易！前些年德州书画
界曾有过小的辉煌，很遗憾没有
传承下来，后来便各自为政，“躲
进小楼成一统”了。这届美术家
协会领导想有所作为，但文化这
个事有别于经济建设，不能操之
过急，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滋养
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记者：德州书画界在流派、

推陈出新和发展生态等方面，有
哪些特点？

派别、流派多是后人在前人
所取得成果基础之上的概括总
结。并非先搞定一个计划或目
标，众人趋之若鹜，然后就形成
一个什么派，这有点一厢情愿。
文化有其自身内在的规律，一切
一切都要敬重遵循规律。当然，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定地域
内文化认知有其共同点，这需要
静下心来慢慢地挖掘梳理。网络
化时代信息发达、交通便捷，与
古人所生活的时代不可同日而
语，派别的产生多少与“封闭”相
关联，交往的圈子小信息量少是
那时的时代特征，当时文化人的

“雅集”怎能与眼下的什么什么
大会相比呢？新与旧不等于艺术
品质的高低，推翻“陈旧”打造

“新颖”要有依据，要有学养根基
做依托，不可蛮干胡来，以往的
教训与代价是惨痛的。艺术源自
真善美，落点应给予受众求真、
知善与美的享受，若仅仅限于个
体歇斯底里的发泄，意义就狭隘
了。这里就不涉及艺术风格了，

这是个复杂庞大的综合概念。随
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收入的
提高，视线逐渐回归精神世界。
财富是可以量化的，幸福则是精
神的感悟，精神世界的无限性带
给人们遐思，对幸福理想的憧
憬。但我个人不赞成艺术像今天
这样“铺天盖地”的火爆，一些人
或事过火则易膨胀、易燃，泡沫
的背后总有幕后推手。有些所谓
的“艺术家”为了眼前的一丝小
利，蝇营狗苟不择手段，最终伤
害的是文化艺术本身。当然，这
也与目前大众的审美认知能力
不足有关。

记者：随着社会发展节奏加
快和经济状态发生变化，人的心
态和市场因素对书画家或多或
少会产生一些影响。在习总书记
的文艺座谈会之后，作为艺术工
作者，在心态上该如何调整？

古代画家的作品交易称谓
“鬻画”，单从字面看有画家维持
基本生存需求的功能，比较单
一，少有一夜暴富的扭曲心理。
今天拍卖会上动辄千万甚至过
亿的经典珍藏也并不过分，这是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中
凝练成的精华，承传着民族的文
化基因，是海量作品里的披沙沥
金。今天，浅薄躁动已渗透到社
会的方方面面，书画艺术界尤
甚。少了文化担当精神，少了对
学术的敬畏与忠诚，有的已异化
成名利的杀场。艺术品的格调高
低搁置一边，虚高的市场价位成
为炫耀的资本。伪艺术家翻手为
云覆手为雨操纵着艺术市场，谈
何艺术的健康发展。近期习总书
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高屋建
瓴，针砭时弊，对当下格调低下，
已无品质可言而流于低俗的某
些文化现象予以痛斥，其言一语
中的，振聋发聩。本应以追求真
善美为己任的艺术圈，已与文以

“化”人的精神追求渐行渐远，
“噱头”频现，目睹此类现象着实
令人痛心疾首。担当首要的要有

“风骨”，要做“志道弘毅”的践行
者，要耐得坐冷板凳的寂寥，还
要有文化良知，要对文化负责、
对历史负责。

(于秋笠 德州学院美术学
院 院长、教授)

文人画家，释义为具有文人思
想修养的，并在画中体现文人情怀
情趣、平淡自然天真之气，在画外流
露着文人气及文人才思的中国画画
家，具有别于俗人及工匠具学知渊
博及与雅致情怀的一类艺术家。近
代画家陈衡恪(陈师曾)认为文人画
有四个特征：人品、学问、才情和思
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古语云：腹
有诗书气自华，文人的表象与内心
都在坚持人文情怀、童稚率真和家
国理想。

以近代大画家黄宾虹和潘天寿
为代表的文人画派，奠定了在中华
民族历史转折期继承和发展传统艺
术并创新大成的基础，形成了理论
完整、高屋建瓴、妙笔雄心、抒情写
意的一套体系，诞生了吴昌硕、陈师
曾、丰子恺、陈半丁、陆俨少、傅抱
石、陈少梅、关良、黄秋园等一批开
宗立派的文人艺术大师。

潘天寿先生一生艺术造诣高
轩，且著论丰沛，著有《中国绘画
史》、《中国书法史》、《中国书款之研
究》、《治印丛谈》等著作，值得相信
的是，先生通过写作、考据、编辑著
作的过程必然浸思濡虑，习前人之
法，得前人之果，然后羽化成思，流
露于笔端，必脱泥灭俗，高成雅筑。

当然，文人之于书法，书法也只
当其专业必修课程，几可为人人皆
能，近现代胡适、茅盾、闻一多、郭沫
若等不胜枚举。可以这样说，凡受过
中国传统私塾教育者，均能承袭中
国传统文化根脉，书法呈现自是有
模有样、韵格皆具。鲁迅先生的书法
正如其文学造诣出类拔萃，书法面
孔淡然随意，实则无欲则刚，润圆锋
藏，厚朴滋隐，富含文人独特的血脉
和性情，这跟他从百草园到三味书
屋的传统教育分不开，这跟他遍析
中国精神又以笔伐代炮轰分不开。

可见，习书习画必先习文，文厚
文轩自然书画艺术成就斐然渐成。

浅论文人画

本报讯 11月29日，德州
长河书画家协会在董子文化
街美术馆成立，并举行了书画
作品展览。

11月29日至12月1日，德
州长河书画家协会展出了近
百件书画作品，同时邀请了部
分德州籍的名家力作到现场
展览。

据活动负责人介绍，该协
会在民政部门进行了注册，并
确立了明晰的章程。协会将定
期举办书画创作和展览活动，
旨在为德州本土书画家创造
更好的创作环境，让更多的人
接触到更多的精品力作。

（本版展示为当日书画展
部分作品）

本报记者 王金强

陈丕作品《清风》

王始均书法作品孙维健书法作品 《山中清音图》

□王贵良

上官超英书画

作品展即将开幕

书画动态

12月12日至16日，由德州市美术
家协会主办的上官超英书画作品
展，将在董子文化街美术馆举行。上
官超英，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
术师，作品大气磅礴、苍郁雄浑。

德德州州长长河河

书书画画家家协协会会

成成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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