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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赶““今今日日”” 享享山山水水之之美美
陈全胜、杨枫中国画小品展今日收官

▲陈全胜山水小品

▲杨枫山水小品

历时两周的“清风徐来——— 陈
全胜、杨枫中国画小品展”将于今日
下午落下帷幕，本次展览共展出陈
全胜、杨枫近期创作的山水小品六
十余幅，吸引观众达几千人，成为齐
鲁美术馆今年成功举办的又一美术
大展。

合璧办展 各有千秋

“君子和而不同”，作为拥有三
十年情谊的画坛老友，陈全胜与杨
枫对中国画笔墨的理解不尽相同。
陈全胜是我省著名山水画家，他是
画家中的“全能型”，早年以人物画
成名，花鸟作品也风致妍雅，清新
明快。他极富个性，与徐悲鸿先生

“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的性格十分
相似。曾有评论家点评：“当今画家
中，论才情、论悟性、论勤奋、论定
力、论见解，全胜先生都出类拔萃，
所以当他在山水画上异军突起之
时，大家气象已经昭然。可贵的是，
全胜先生对自己、对艺术都发乎真
诚，不自欺，不欺人，其人其画都有
云闲水远的意味，贵在风骨，处处
显示出对性灵的珍摄，外绝尘影，
内养真气，循循然有君子之风。”在
创作上，陈全胜通过师造化来完善
他对山水画的理解，他认为，中国

画写生需从自己的审美认识出发，
把从生活、自然中汲取的素材加以
提炼，继而达到主观心灵与自然景
物交融，得物我两忘、天人合一之
境界。在他的笔下，苍翠古树、高士
对弈、仙人酌酒、村野人家，都焕发
出本真的自然生机。而杨枫的作品
则营造出了深谷幽壑、高山流水、
松林云雾的自然之境，质朴、厚重
却又清新、自然，具有较高的文化
品位和审美价值。这得益于他常年
阅读的习惯，对经典名著以及古典
画论的深刻理解使得他具备深厚
的文化底蕴，而这些通过笔端自然
的流露于作品中，完成了笔墨与意
境的完美结合。

“小”中见大 意远趣妙

此次展览，陈全胜、杨枫展出
的作品均为扇面、小品。尺幅虽小，
遐思无限，笔墨不多，情趣盎然。在
陈全胜看来，小品画轻松且富有情
趣，看似信手涂抹，想画好却绝非
易事，因为小幅作品一目了然，难
以藏拙，精心巧构方能胸有成竹，
这就需要艺术家拥有较高的艺术
修养和过硬的笔墨工夫。杨枫也认
为：“画好一张山水小品可能不难，
难的是画十张、二十张，因为小尺

幅作品画多了特别容易出现构图
相似的情况，如何有新意，有情趣，
这是画家需要把握的。此次我展
出的均是扇面作品，相比于其他
小品形式，扇面上宽下窄，更具难
度，是对我构图、笔墨能力的一次
考验。”

为了筹备此次展览，杨枫在
新创作的近百幅作品中挑选出了
最为满意的三十幅，为了使题材
更丰富，还将上学时候画的黄山
素描稿都翻了出来，再次将“黄
山”这一题材重新进行演绎。而陈
全胜也是在近几年外出写生的所
有作品里优中选优，为大家展示
出他最为满意的三十幅山水小
品。陈全胜认为：“办展览，不能只
强调规模大、展品多，而是应该用
纯粹、自信的态度创作出好的作
品，让大家通过展览看到我近年
来的艺术追求与创作水平。”

展览历时两周，得到了美术
界、收藏界专业人士及爱好者的广
泛好评，引发了我省艺术爱好者的
参观热潮。陈全胜、杨枫也多次到
齐鲁美术馆与现场书画爱好者交
流艺术创作心得，现场作画、讲
解，让观众对二人的作品有了进
一步的了解和认知，更有多位藏
家闻讯而来，咨询收藏自己心仪

的作品。二位画家表示：此次画展
已经达到了初衷，展览更重要的是
通过交流沟通，寻找到创作、生活

中的新“意外”，让更多志同道合的
朋友聚在一起，共同探讨艺术轨迹
和心得体会。 （刘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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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 李兆虬、姚大伍中国画
创作展”将于12月举办，李兆虬、姚大
伍两位画家的近期创作也将同时亮相
齐鲁美术馆。据了解，2004年全国中国
画大展上，两人同获金奖，十年过去，
他们又在各自艺术道路上不断探索发
展，而本次活动亦将成为两位画家深
入交流，总结展示的契机。

对于生于京城长于京城的画家姚
大伍而言，京城的胡同、四合院、皇家
园林，都给他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而游
历大江南北的经历，又让他迷恋南方
风土人情山川美景，优美的园林、繁盛
的花草、雨后天地满眼青色，都引起了
姚大伍的强烈兴趣。作为画家，姚大伍
是一个心思细腻、充满诗意的人，在创
作上，他褪掉北方人身上粗糙，投入到
婉约清新的江南情怀之中，常常在初
春时节到江浙一带写生。初春的吴越
大地细雨绵绵，房上的瓦砾在湿气的
作用下呈现出灰黑的颜色，而墙体在

环境的衬托下显出更多白色，老梅枝
头挂着星点残花，盛开的玉兰已经挤
满枝头，溪畔林间各种鸟儿在枝头嬉
戏飞舞，竹林中的新条在空中随风飘
逸，园林、湖石、春花、绿地处处雅致，
都让画家在写生过程中不断感受其自
然、人文美境，发掘它潜在魅力，产生
无数次的内心共鸣。十几年来，姚大伍
对写生有着特殊的喜爱，对生活的深
入体验和细微、敏感捕捉，也让他的作
品在力求花草枝叶间透出更多人文气
息，江南韵味里有着画家内心深处的
诗意柔情。

姚大伍早年由写意转攻工笔，在
花鸟画创作中，他突破过去轮廓用线，
以写入画，以书入画，洒脱灵动。姚大
伍广泛师法宋元明诸家，工笔花鸟画
手法细致工整，在谨严法度中又有抒
情性的简练奔放的气息。其花鸟画重
视观察体会花鸟的形态习性，形象逼
真，色彩富丽典雅、厚重，作品充满大

自然的野逸之趣和深沉静穆的现代式
古典情怀。他作品中的物象造型和物
象轮廓基本上是工笔化的格局，而物
象内部的色与色、色与墨的渗化交融
却是写意化的韵味。作为新时代的花
鸟画家，姚大伍在继承了古人花鸟画
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自己的
创新，发展出自己的风格与特色，形成
自己的艺术语言，达到师古为新的效
果。

对于十年后的同台作品展示，姚
大伍认为，李兆虬老师的画很有意思，
他笔下所刻画的生活状态和人物感
觉，略有一点夸张变形，但却很自然，
很舒服，甚至画面里人物的站姿都是
舒服的，这一点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
印象。两个不曾认识的人，因为一次金
奖结缘，互相知晓，并一直在默默关注
对方，对其作品抱有兴趣，非常有意
思，相信本次展览也将成为一个具有
故事性的展览。 （东野升珍）

“邂逅——— 李兆虬、姚大伍中国画创作展”将于齐鲁美术馆举办

金金奖奖结结缘缘 艺艺术术邂邂逅逅

再现茶马古道光辉历史 展示天赐普洱生态文明

11月3日，“丝路丹青·茶马古韵”舒
建新中国画作品展暨“天赐普洱·世界
茶源”普洱推介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
举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画院副
院长赵卫，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著名
画家、普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舒建新出
席发布会，发布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
问。

赵卫在发布会上介绍，“丝路丹青·
茶马古韵”舒建新中国画作品展暨“天
赐普洱·世界茶源”普洱推介活动由中
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国家画院及普洱市
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旨在积极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丝绸之路经济
带”战略构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
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通过展览
向国内外宣传推介普洱底蕴深厚的普洱
茶文化、古朴神秘的茶马古道文化、多姿
多彩的民族文化、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
生态文化、独具魅力的边地口岸文化，全
力打造“天赐普洱·世界茶源”城市品牌，
提升普洱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画展
精选了舒建新在云南8年创作的117幅

作品，于1 1月1 1日—1 9日在中国美术
馆展出，作品涵盖了茶马古道上人与
自然共融共生的山水画作品和极具民
族风情的人物画作。

普洱是茶马古道的起点，是艺术
家采风创作的沃土。起源于普洱的茶
马古道，是千百年来由人与马一步步
踏出来的路径，部分与西南古丝绸之
路交叉重合，历史久远、文化深厚，不
仅是国际商贸交流的通道，也是各民
族文化的长廊，更是一条东南亚、南亚
文明与中华文明碰撞交流的古道。它
像一座天梯连通着从雪山到热带雨林
立体山水，涵盖了整个北半球的地理
类型和气候类型，综合了山水、民族、
风情、宗教、文化的多样性，将悠远历
史与生动现实巧妙交汇，形成了现实
中鲜活的山水人物画境。舒建新在普
洱这块沃土上播洒汗水、倾注心血，用
自己的画笔创作了大量精品，展示“茶
马古道”的自然与人文风情，再现茶马
古道的光辉历史。

据了解，2012年，舒建新再次受文

化部和中国国家画院委派赴云南到普
洱市挂职，他深入探索用中国画的形
式，找到了山水画和人物画结合的表现
形式和笔墨切入点，找到了传统与现代
的意境交汇点，找到了表现天人合一、
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文化着力点。在普
洱，舒建新体悟着长山大水的波澜壮
阔，感受着各民族百姓的坚韧质朴，触
摸着高原人文千年的血脉和体温，常常
沉浸在创作的冲动里，对云南、对普洱
怀着感激、感恩、感动之情，日夜孜孜不
倦地探索着艺术的创造与表现。他深入
生活，扎根基层，关注百姓，专注丹青，
心无旁骛，挑战和突破了自己，迎来了
他艺术人生的一次新的迸发，体现的是
组织的培养，上苍的厚爱，文化的自觉，
艺术的灵感。他的山水雄浑大气、人物
气韵生动，是传统性和当代性的一种结
合，为中国画在当代的发展和适应现代
人的审美需求提供了有益的尝试。

发布会现场，还播放“天赐普洱·世
界茶源”宣传片，首发《丝路丹青·茶马
古韵舒建新中国画作品集》。

舒舒建建新新中中国国画画展展将将于于1111日日在在中中国国美美术术馆馆展展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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