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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滨 州

华夏沃土·翰墨名家2015迎新春座谈会在邹平举行

书书画画家家相相聚聚雪雪花花山山 享享水水墨墨韵韵味味
本报12月7日讯 (记者 郗运

红 ) 6日，华夏沃土·翰墨名家
2015迎新春座谈会在邹平雪花山
庄举行。13位书画家再相聚，共述
水墨韵味，座谈会结束后举行书画
交流笔会。

参加座谈会的艺术家有来自
济南、东营、青州、滨州等地，他们
是余良、赵先闻、公培炎、吴毅民、
陈铸、刘树林、石建勋、常绍彦、张
成喜、潘永昌、刘玉坤、孙炳国、李
军和华夏书画院院长夏长青及名
誉院长李九峰。

华夏书画院被山东省当代青
少年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授为青少
年活动基地，由艺术家赵先闻和省
当代青年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王娟
揭牌。

夏长青说，座谈会共同庆贺

新年，也是共述友谊和书画院的
未来。2014年，华夏书画院成功举
办了纪念范仲淹诞辰全国书画名
家创作展结集出版暨学术思想研
讨会活动。同时举办的还有书法
展、油画展、爱心义卖捐助活动、
秋季艺术品拍卖会等数十次书画
界名家笔会。2015年，书画院将继
续秉承“当代性、学术性、艺术性、
鉴赏性”的办院宗旨，与众多艺术
协会、院校和知名企业合作，继续
举办展览、笔会、交流、创作、收
藏、培训、推广及公益事业等一系
列活动。

座谈会上书画家们就当代书
画的发展、书画应怎样弘扬传统与
创新等方面问题展开探究，书画家
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整个讨论现
场气氛轻松而愉快。

““水水墨墨心心境境””中中国国画画展展隆隆重重开开展展
同日，滨州国韵画院成立暨《中国水墨画》首发

本报12月7日讯 (记者 郗
运红) 7日，“水墨心境”中国画
展、《中国水墨画》首发式暨滨州
国韵画院成立揭牌仪式在滨州
国韵画院隆重举行。本次画展共
展出赵紫林、付维良、赵先闻、张
志斌、李玉泉、于泽海、王春江等
24位画家近期创作作品近80幅，
将持续到12月9日结束。

本次展出的80余幅作品，作
品形式多样，既有人物花鸟也有
山水楼阁，有工笔，有写意，有赋
彩，有水墨。参展画家包括了滨
州市艺术家委员会、滨州画院、

滨州国韵画院的20多位画家，他
们中有的是久负盛名的画坛老
前辈，有的是当下活跃在滨州画
坛的知名画家，还有充满朝气的
画坛新秀。

于泽海说，滨州国韵画院是
经市民政局注册成立的专业画
院，旨在弘扬、传承、交流、探索
中国水墨画艺术。滨州国韵画院
的成立和《中国水墨画》的创刊，
必将为广大艺术家，书画爱好者
及收藏界，提供了很好的交流、
学习和展示的机会。

画展现场人山人海，吸引了

众多书画爱好者的参观。书画家
现场交流、讨论作品，互相学习、
切磋技艺。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副
主席、山东艺术学院教授梁文博
亲临现场，市民、书画家争先抢
后与其合影留念，并请教他为自
己的作品进行指导。

梁文博说，滨州地处黄河下
游，文化底蕴深厚，出了很多的
艺术家，从古代的展子虔到近代
的乍启典、赵紫林、赵先闻等。

“这里也有我很多朋友，今后常
来滨州与大家共学习。”

贵苑微画廊迎来第七个展览，陈铸书法作品展开展

师师法法秦秦汉汉““铸铸就就””浑浑厚厚坚坚实实
本报12月7日讯 (记者 郗

运红 ) 7日，“师法秦汉——— 陈
铸书法作品展”在贵苑微画廊
开幕。展览展出陈铸作品近40
幅，以篆书、隶属为主，还有少
数行书，展期10天。

陈铸，1955年7月生，山东
青州人。1984年师从严边先生
开始学习书法。曾先后在中国
书画函授大学、潍坊教育学院、
曲阜师范大学美术系、首都师
范大学欧阳中石先生主持的书
法硕士研究生课程班学习。他
被评为全国百名德艺双馨书画
家，青州市十佳业余文艺工作
者，首届青州市古州文化英才。
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青
州市政协委员，书协书记，《中
国美术与书法》编辑部书法编
辑室主任，并兼任多家院校的

客座教授。
陈铸的书法创作以隶书、篆

书为主，兼写魏碑、行书。其作品
雄奇磅礴、清秀俊逸、古朴稚拙、
浑厚坚实，线条变幻自如。欧阳
中石先生曾这样评价其书法：

“规矩俨然，而又沉雄飞动，既有
古源宗法，又有灵犀独慧”。

“这次展览的主题是‘师法
秦汉’，我刚开始学习书法就是
从篆隶入手的，越写越喜欢便
专注于篆隶。”陈铸称，他读小
学三年级时开始学写毛笔字，
从此就在他的心里种下一颗学
习书法愿望的种子。因为家庭
等原因，真正学习书法是他30
岁的时候。此后的数十年间，他
虚心求学十分注重对书法理论
的研究，三十多岁的他参加成
人高考，考上了大学。业精于

勤，因为陈铸的辛勤耕耘，他系
统地掌握了美术理论和技法，
同时提高了文化艺术修养和综
合素质，且在苦练推敲形成了
独特的书写风格。

“陈铸是个接地气的书法
家，给人的感觉是非常低调、谦
和。他16岁在工厂工作，每天接
触的都是工人群众。退休后几
年，他又回到工厂体验工人生
活，后来每年他也会拿出很多的
作品送给工人。这也是我本人和
众多艺术家追求的境界。”赵先
闻说，自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后，艺术界也在发
生变化，艺术的人民属性，艺术
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属于人民
的，陈铸的作法令人佩服。

“他的作品用墨很重，像他
的名字一样。‘铸’像是金属熔

化了，流淌出来一种厚重感，作
品不是平面的，有立体感，有自

己 的 特 点 。值 得 我 们 好 好 学
习。”滨州学院教授王强说。

本报12月7日 (记者 郗运
红) 6日，朱振启应邀带着自己
60余幅作品，在惠民县桑落墅
镇举办了画展。本次展览展出
了朱振启的绘画作品和刻瓷作
品，并在现场挥毫泼墨作画。

朱振启，1946年出生，江苏
南京人，高级工艺师。世界第
一、二届华人艺术节金奖获得
者。中华名人协会中国书画研
究院名誉院长，山东当代书画
摄影艺术交流中心艺术创作院
副院长，海外艺术家协会常务

理事，山东工艺美术协会盘艺
委员会秘书长、济南华夏促进
会雕塑委员会副主任、济南市
民间艺术家协会理事。

画展现场吸引了众多书画
爱好者以及当地农民朋友前来
观赏。但原定只有一天的展览，
让市民叹息一天的展览看不
够。在当地书画爱好者的真挚
邀请下，朱振启当即决定把画
展延长一天，并免费指导农民
书画爱好者观赏学习。

对于这次画展朱振启说，

“走进乡村办画展这还是第一
次，来了之后发现这里爱好书
画的农民还真不少。希望自己
的画展对他们的创作有所帮
助。”

当地很多书画爱好者都带
着自己的作品，请朱振启进行
指导。“这么大的名家书画走进
乡村现场作画指导，大饱眼福
的同时，还为我们提供了学习
的机会。今天真的是赚到了。”
市民王先生说。

刻刻瓷瓷名名家家朱朱振振启启进进乡乡村村办办展展览览

朱朱振振启启画画展展现现场场创创作作。。

画展现场陈铸(左二)与画家赵先闻等人进行交流。

画画家家杨杨波波现现场场请请梁梁文文博博((右右二二))为为其其指指导导作作品品。。

艺术家们展示联袂创作的作品合影留
念。


	U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