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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薛伟伟东东草草书书巡巡回回展展（（济济南南站站））
◎主办单位：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山东省政协书
画院、山东省教育书法家协会、济南市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济南市书法家协会
◎承办单位：齐香斋美术馆
◎展览地点：济南市马鞍山路怡文轩一楼齐香斋
美术馆

◎展览时间：2015年12月1日至28日
◎展览介绍：此次薛伟东草书展览是在寿光、临
沂、莒县、滨州等市县巡展的基础上，回到济南的
汇报展。共展出其近几年创作的草书精品80余
幅，既有丈二巨作，又有尺牍小品，多是首次亮
相。

■顾亚龙(中国书协理事、山东省
文联副主席、山东省书协主席)：

伟东兄善作草书，往日多以
手札小字见长，今偶观丈二巨幅，
甚为震撼，实属意外。然该作用笔
畅快，浑圆沉着。笔随心动，起伏
跌宕，字里行间，隐显心机。可谓
气象磅礴，势不可挡，宛若长江、
黄河，奔腾不息，一泻千里。古人
云：“书为心画”。我似乎从该作中
还读出了作者对命运的抗争，对
上苍的敬畏，对生命的讴歌。

■张志民(中国美协理事、山东省
美协主席、山东艺术学院院长)：

观薛伟东草书苏东坡《念奴
娇·赤壁怀古》。录赠古诗一首共
赏：净几横琴晓寒，梅花落在弦
间。我欲清吟无句，转烦门外青
山。

■张旭光(中国美协副秘书长、中
国书协理事、草书委员会副主
任)：

薛伟东的草书很古雅，属于
传统一路，功力不错。当今写草书
能够写到这种功力的，还不是太
多。这件作品很大气，也很自然，
里面有些章草的东西，比较稳健，
想法也比较新，统一得比较好。透
气的地方如果能有一种呼应，速
度上有些变化，会更精彩。节奏上
再注意一下，还会更好。

■刘洪彪(中国书协理事、草书委
员会副主任)：

薛伟东所作巨幅草书势大力
沉，墨饱笔畅，草法谨严，字态威
仪，点画生动，线质遒润，雄强豪
迈之气韵通贯始终，弥漫全篇。若
能于率意挥运中疾进徐行以增强
韵律感，湿侵枯染以增强层次感，
密布疏陈以增强空间感，则作品
的感染力将大增无疑。

■曾翔(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
研究所所长、著名书法家)：

薛伟东是山东的行草名家，
他的草书我很多年前就见过，率
性、自然，关键是有一颗纯净的草
书性情。取法古草而有今意，有时

代精神。在他所有的草书作品中，
我更喜欢他的手札作品。他的手
札比当下很多以手札著称的书法
家更高一筹，高在随意自然，变化
丰富，注重整篇的各种关系，将自
我的修养和情愫融入进去，而且
还很现代，这在山东甚至全国都
很难见到这样的手札。

■张培元(香港书谱学院院长、汉
字书法研究会主席、书谱社社
长)：

寿鹤古草允称一绝，迥异时
贤之致，盖以胸襟情怀故也。其惠
友以义、持身以仁，直谅有春秋之
德、敦厚有轩唐之风，故笔墨古
朴、气韵洪雅，心画也。

名家点评:

展讯

指画是中国特有的一门
绘画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
又名指头画、指墨画，为写意
画的表现手法之一。作画时，
画家用指甲、手掌、手指等部
位蘸上水墨或色彩代笔，作
勾、点、皴、染，也可与毛笔混
用，呈现出偏于粗犷、古拙的
艺术风格。在中国绘画史上，
不乏毛笔、手指作画二者兼长
的画家，他们在使用毛笔这一
古老的工具创作之外，又尝试

“赤手空拳”、“空手入白刃”的
作画乐趣，别开生面又不失水
墨丹青之韵。

在世人流传的张璪以秃
笔作画、手摸素绢故事中，很
多人认为唐代画家张璪首开
指画先河，但苦无实物考证，
清以来，画家群体中涌现出一
大批勇于探索的指墨名家，如
高其佩、高凤翰，扬州八怪中
的黄慎、罗聘，以及潘天寿、钱
松喦等。据记载，指画领域的
代表性画家高其佩早年曾用
传统毛笔作画，中年开始弃笔
用指，“舍笔而求之于手”，他
的指画题材包罗万象，山水、
人物、花卉、虫鸟，或气势磅
礴，或刻划细微，创造了指画
的各种表现手法，将“画尽意
在”、“意在画外”的中国画艺
术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高其
佩认为，“用指废笔者，以笔所
难到处，指能传其神，而指所
到处，笔勿能及也。”可见指画
的特点主要在于指墨的运用，
不论线条或设色都与笔画不
同，灵妙变化多端，似无笔墨
刻画之痕。高其佩裔孙高秉于
乾隆三十六年(1771)写成《指头
画说》，他以笔记的形式详述
了高其佩指头画的运指、用

墨、蘸色、渲染等方法，并记录
其用纸、印章、题款、渲染等特
点，也记载了一些关于高其佩
的生平轶事及传闻。高其佩之
后，出现过不少知名的指画
家，高其佩的儿子高儆、外甥
朱伦瀚、李世倬也都是当时指
画名家。

而广为人知的画家潘天
寿，则造就了指墨画的现代辉
煌。有专家认为，指画创作是
潘天寿绘画艺术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其量其质，皆不可
小觑。据了解，潘天寿少年时
即向民间画师学习指墨，后从
未放弃，晚年许多大幅作品多
为指墨画。因为有高其佩珠玉
在前，他经常在自己的指画上
题“拟高铁岭”、“有忆高铁岭
且园”之类的款(高其佩故乡铁
岭、人称高铁岭)，似乎有意图
逾越的隐藏含义。潘天寿的指
头画取材宽广，包括山水、花
鸟、虫鱼、走兽、人物，而尤以
松、梅、鹰、赞、荷花、巨石最
多。潘天寿认为手指蘸墨难以
蓄水，画线和墨色变化均不如
毛笔可以随意控制，他在《谈
指头画技法》中说：“利用它不
很听指挥的特点，使作品得到
似生非生，似拙非拙，似能非
能，以及意到指不到，神到形
不到的妙处。”1922年潘天寿所
作的《古木寒鸦图》，是后人目
前所见最早的潘天寿指画作
品，尽管这件作品不算十分精
彩，但奇崛的构图、苍凉的意
境、郁勃的点线已具备了自家
图式雏形。两年后，画家在上
海所作的《垂杨系马图轴》则
已备大家气象，构图精妙、水
墨淋漓。上世纪60年代，潘天寿
作指墨最多，一年中最多达二

十几张。在勤奋创作的同时，
他还整理指墨画创作感悟成
文，体现出非凡研究功力和创
造力。由于潘天寿的指墨画存
世稀少，也常是买家争抢对
象。2010年其《微风燕子斜》以
280万元的价格起拍，最终以
1680万元成交；2012年《青蛙竹
石图》以552万元成交；2013年
其《西子湖中所见》更以4025万
元成交，超过最高预估计价近
三倍。

不少专家认为，要把指画
中用墨用色效果推到极致，必
须有用笔作画的真功力。在历
代指画名家的作品中，指画所
追求的是不同于用笔作画的
特殊效果，由于笔锋含水分较
多，虽有皲、擦，但仍较为流
畅，而手指不能蓄墨，致使线
条时断时续，不宜画过细和过
精的线条，不能作慢线、长线，
工具的局限性需要更高的表
现功力。高秉在《指头画说》中
认为，“墨需用至五色而运化
无痕，斯为妙手，指墨之无痕
处，尤本于自当然，有些须细
致刻画之处，指画难达精微，
有失之粗率之弊。”虽然指甲
掌肉不能像灵活的毛笔尖一
样运用得心应手，但是指甲掌
肉所形成的效果，可以“无笔
墨痕”，更抽象、更稚拙，也极
易于发挥枯墨法、焦墨法和泼
墨法等特点。古往今来，画家
们在指画创作领域中不断探
索，在更为直接的绘画心象表
现中自得其乐，最大限度地直
抒胸臆、开拓艺术表现空间，
寓奔放于规矩之中，都为我们
品鉴工具之外意趣、窥见历史
名家真性情提供了有效途径。

（东野升珍）

指指点点色色墨墨 不不失失神神意意
国画名家指墨创作之趣

▲微风燕子斜 潘天寿指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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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画名家写生创作作品
展在京举办

(本报讯 ) 1 1月 21日，“众妙之
门——— 当代中国画名家写生创作作品
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书画研究创作
中心（北京通州区台湖镇经海五路一
号院B区26）开幕。

此次展览特邀吕章申、刘大为、龙
瑞、田黎明、徐里、卢禹舜以及姜宝林、
苗再新、满维起、范扬、曾先国、陈风新、
韩敬伟、刘临、马硕山、熊广琴、杨惠东、
李晓松、王平、王乘等四十余位名家展
出，具有很高的学术性及艺术价值。展
期一个月。

中国画名家邀请展于21日开幕

(本报讯) 11月21日上午，“回归
自然——— 中国画名家邀请展”在济南
威龙国际艺术中心开幕。此次画展展
出杨耀、丁宁原、尹延新、郭志光、张宏
宾、吴泽浩、沈光伟、李学明、张志民、
宋丰光、张锦平、杨枫、张望、李广平等
山东代表性画家的近60幅力作，给参
观者带来一场高端的视觉盛宴。据悉，
展览将持续至11月28日。

孔府书画院赴韩文化交流展凯旋

(本报讯) 中国孔府书画院应韩
国忠清北道清州文化院邀请，由院长
张子良和副院长李振存、苏保强率领，
林成宙、李明远、张从文、张新秋、胡学
伦、周行公等书画家一行11人，于11月
11日—15日赴韩国参加“2015年韩中
国际文化交流展”，受到韩国忠清北道
清州各级文化艺术机构、团体的热情
接待和赞扬，取得了圆满效果。

张国生山水画展将举办

(本报讯) “智仁之风——— 张国
生山水画展”将于11月27日上午10:30

在山东省文化馆开幕，展出山水画家
张国生近期创作的作品六十余幅。全
面展现他化古为新、贯通中西、富有
时代感的艺术面貌。据悉，展览将持
续至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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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上午11时，位于济南千
佛山西路 1 9号 (原天外山庄 )的圆开
藏品馆正式开馆，与揭幕仪式一同
亮相的是书画家宋开强、李军合力
创作的瓷板画、瓷瓶等四十余件陶
瓷作品，陶瓷与书画的结合为观众
带来新的艺术体验。

宋开强拥有较深的国学造诣，
尤善画马，对历代画马名家名作潜
心描摹，并以草书入画，具有个人风
格；李军笃信佛法，独钟于宋徽宗赵
佶瘦劲挺拔、屈铁断金的瘦金书。他
们二人因佛禅书画结缘，十几年埋
首耕耘，谙熟各种料性工艺和技法，
联袂创作，十分难得。他们二人的作
品以弥勒和罗汉居多。作品中，双手
捧腹的弥勒，浓墨点染的衣褶，表情
夸 张中可 见 顽 皮 ，略 显 恣 意 。再 看

《仙人图》中的罗汉，大肚憨态可掬，
小眼醉意朦胧，仿若高人洞悉世间
万象的释怀，寓禅宗于诙谐，富有感
染力。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宋
开强认为，儒释道里蕴藏几千年来
人类对生命和宇宙的叩问，作为独
特载体的宣纸、布绢、陶瓷，传达的
是民族天人合一的价值取向，是对
自然道法、对纯净灵魂的赞美。禅是
生命的一种至美境界，佛禅与瓷器
相融，如太玄相通，根植在深厚民族
文化沃土，幻化的是一花一叶的世
像万态。

据圆开藏品馆负责人介绍，馆
内共收藏有宋开强、李军两位书画
家的三百余件瓷器作品，题材十分
广泛，这些作品将在藏品馆内长期
展示，望广大济南观众前来赏鉴。

▲《春风大雅能容物 秋水文章不染尘》 宋开强书法

薛
伟
东

字
仁
阳

号
寿
鹤

三
羊
斋
主
1955

年
生
于
山
东
寿

光

军
旅
生
涯
十
余
载

系
中
国
书
法
家
协
会
会
员

济
南
市
书

协
副
主
席
济
南
市
宣
传
文
化
拔
尖
人
才



	C1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