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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画家中国行(深圳)”系列报道之四

““走走出出去去””：：山山东东画画家家
深深圳圳文文博博会会广广获获好好评评

展讯

“莱芜友”以画会友

（本报讯） 5月8日至5月18日，
“莱芜友”郭志光、李学明、张志民书
画作品展在莱芜市美术馆成功举办，
在业界引发强烈反响。此次画展集中
展示了三位艺术家近年来创作的精
品力作百十余幅，充分展示出三位艺
术家的深厚造诣和淡然天真的创作
理念，作品蕴含着对自然和谐景象的
畅想，体现了作者对自然、人生的热
爱，从荒率中见朗润，肆野中见清俊，
于禅悦中具慧眼。

“寻源——— 毛岱宗油画展”
23日于临沂开展

（本报讯） 由山东省文联、山东
省美协、山东艺术学院、临沂大学共
同主办的“寻源——— 毛岱宗油画展”
将于5月23日——— 31日在临沂市文化
中心一楼开幕，《寻源——— 毛岱宗油
画展》作品集同期首发。画展共展出
毛岱宗风景写生及人物创作油画作
品80余幅。开幕式后，还将在临沂大
学校友中心举办由郑工主持的专题
交流学术研讨会。

“韩英伟花鸟画展”昨日开幕

（本报讯） 5月15日——— 5月25日
由山东省美协、济南市文联、济南市
美协、荣宝斋(济南)有限公司、荣宝斋
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主办的“乱花深
处——— 韩英伟花鸟画展”在荣宝京行
艺术馆举办。韩英伟，1955年生于济
南，山东省美协会员，山东花鸟画艺
委会副秘书长，山东中国画学会常务
理事，现供职于济南市文联。

“走近泰山——— 薛伟东草书邀
请展”将举办

（本报讯） 5月22日——— 5月29日
“走近泰山——— 薛伟东草书邀请展”
在泰山珠宝文化城美术馆举办，此次
共展出草书作品80余幅，既有丈二巨
制，又有信札小品，必将会给泰安的
观众带来别样的艺术享受。薛伟东，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济南书法家协
会副主席，济南市宣传文化拔尖人
才，擅草书。

5月12日——— 16日，深圳文
博会作为国家级、国际化、综合
性的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为
我国优秀文化产业项目搭建了
展示、交易与资源对接、合作平
台，助推文化产业走向国际，在
国内外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
响。在今年，文化“走出去”成果
展示不仅是深圳文博会山东展
区的一大亮点，也成为“泰山石
敢当·齐鲁画家中国行”系列展
览的初衷意义，山东籍画家在
国际化交流平台的精彩亮相发
声，彰显出文化齐鲁、风行五洲
的独特文化艺术魅力。

作为山东书画界的优秀代
表，参与本次展览的艺术家以
题材丰富、风格多样的佳作，体
现了齐鲁文化底蕴的博大精
深、当代山东美术创作的精神
追求和艺术境界，以及山东书
画流派的丰富多彩。在深圳文
博会现场，来自世界各地的观
众群体对山东国画、油画作品
产生了浓厚兴趣，深圳本地观

众丁先生表示，“来到展区，我
最先感受到的是山东美协主席
张志民题字‘泰山石敢当’的宏
大气魄，笔墨之间带有了山东
特有的浑厚风骨质感。很长时
间以来，国内外观众对山东最
直观的印象就是泰山、黄河、孔
孟之道和沂蒙山小调，近些年，
一批山东籍优秀艺术家迅速崛
起，在全国拥有很高知名度，其
代表作也令人记忆犹新。在本
次展览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
齐鲁大地深厚底蕴、传统文化
对山东美术创作的深刻影响，
山水画中笔墨多遒劲有力、气
势磅礴，给人以大气、质朴和昂
扬向上的感觉，花鸟和人物画
作品也呈现出温润、平和、唯美
的一面，这都充分反映出山东
画家直率、豪放的性格和刚柔
相济的儒家之风。”

当然，山东籍画家的作品
特色绝不仅是地域特色和传统
沉淀，来自福建的艺术爱好者
陈女士从较为专业的角度进行

了作品解读：“山东美术风格同
齐鲁文化一样，融开放与持重、
革新与保守于一体，往往以传
统艺术风格为主导，兼容并蓄，
呈现出普遍偏浑厚、质朴的艺
术品格，这与南方地区的美术
创作风格拉开了距离。但是，在
这次的作品展示中我可以看
到，山东美术作品不仅仅有齐
鲁文化特质体现，许多中、青年
一代的画家开始突破既定模
式，走在探索出新、张扬个性的
道路上，他们重视写生在绘画
创作中的作用，或许曾走出山
东来到地缘相近的京津、江浙
地区学习交流过，在有效吸收
各门各派、西方艺术元素同时
加以融汇贯通，这也是非常令
人惊喜的一面。”

不仅如此，来自各地的藏
家、书画爱好者在对山东画家
佳作表示认可同时，更表露出
长期购藏合作意向，在展览现
场，一位香港商人对张锦平笔
下气质柔和、色彩温润的人物

形象十分感兴趣，而郭志光、陈
全胜等艺术家的作品也因其鲜
明特点、笔墨功力得到不少藏
家垂青。展览期间，我省青年画
家孙文韬也来到深圳观看展
览，他认为：“展览名称‘泰山石
敢当’，让更多外省观众倍感情
切，其实，‘泰山石敢当’所包含
的内蕴文化早就为中国广大地
区和众多民族所认同并远及海
外，反映出中华文明的历史延
续。相传澳门著名的石敢当庙，
就是在一块祭拜用‘泰山石敢
当’石基础上建成的。其实，南
方百姓并未因地域相隔较远而
对山东感到陌生，相反，齐鲁文
化孔孟之道的影响力非常广
泛，他们对山东文化也非常感
兴趣。近年来，我省老、中、青三
代艺术家有更多机会来到福
建、两广、香港地区办展交流，
大家对山东籍艺术家的认可度
也越来越高，这些都是文化艺
术交流的‘走出去’的具体表
现。” （东野升珍）

泰山石敢当·齐鲁画家中国行(深圳)

展览名称：泰山石敢当·齐鲁画家中国行(深圳)

展览时间：2016年5月12日——— 16日

展览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参展画家：(按年龄排序)

●国画：王立志、郭志光、李方玉、陈全胜、沈光伟、刘书军、岳海

波、赵英水、刘玉泉、韩玮、张志民、朱全增、梁文博、张锦平、李
兆虬、徐永生、马麟春、杨枫、张望、马硕山、王敬易、王磐德、赵
初凡、李连志、贾荣志、赵建军、李晓松、常朝晖、董竟成、刘明波

●油画：毛岱宗、岳海涛、刘雷、宋卫东、陈天强

▲“泰山石敢当·齐鲁画家中国行”展览现场

美美
术术﹃﹃
百百
家家
讲讲
坛坛
﹄﹄为为
业业
界界
注注
入入
学学
术术
能能
量量

日前，山东美术馆举办的
“花鸟画的写生与创作”的讲座
反响热烈，讲座由山东艺术学院
教授沈光伟先生主讲。据了解，
这是山东美术馆设立“美术·传
承大讲堂”公益讲座，张志民开
讲之后的第二期。沈光伟以花鸟
画的写生与创作为主题，结合自
己在花鸟画创作中的感悟和在
写生中的一些方法梳理总结，为
绘画实践类的青年艺术家解答
在创作方面遇到的难题和疑惑。

画家办讲座并非个例，但是
系统的从创作的角度上去讲述
当下创作中面临的问题和难题
还是相对少见。当然，细心的市
民也许会发现，十艺节期间在山
东大厦开设“文化齐鲁大讲堂”，
邀请过欧阳中石、刘大为、王沂
东、张志民、叶佩兰、邓丁三等知
名艺术大家围绕国画、书法、瓷
器、玉器等的文化鉴赏与收藏等
进行主题讲座，得到了艺术文化
届的广泛关注。自此之后，省内
学术氛围渐趋浓烈。

曾几何时，美术理论家受邀
到各大艺术院校讲述自己的学
术观点的现象较为常见。仅山东
艺术学院，近几个月就相继邀请
了曹意强、郑岩、樊波、尹吉男等
著名学者到此举办讲座，引发美
术理论界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讨
论。在此基础上，省内其他机构
逐步地丰富了讲坛的内容和形
式，特别是邀请书画家举办讲
坛，将画家推到社会大众面
前，和社会大众形成良性互
动，一方面可以普及现代书画
创作理念和方法、技巧，另一
方面可以进一步推动社会大
众审美层次的提高。实践和理
论的结合对创作中的年轻人
裨益良多，为他们解决一些创

作上的困惑。
不仅如此，画家组团举办

论坛的形式也在省内逐渐蔓
延。齐鲁美术馆开设“齐鲁艺
谭”，连续举办多期有学术研
讨价值的论坛，把目前创作中
的热点话题和难题依次提出
来，邀请省内外知名艺术家结
合创作一一解答，并且利用媒
体的宣传能力将画家所探讨
的内容分享给广大观众，使更
多远离院校的艺术实践者得
到更多的学习机会。齐香斋作
为省内知名度较高的画廊，有
着较强的聚合力，连续举办几
次由画家参与探讨的话题，受
到青年艺术家的青睐。这些以
论坛、讲座、讲坛等形式举办
的活动，区别于院校里课程式
的单元讲座，而是以更加综
合，更加精专的视角去研讨正
在发生的学术问题。这不仅丰
富了美术领域的活动内容，而
且还将以更加实际的行动解
决了艺术创作者中的问题。

毕业于美术史论专业，在
省内多所高校讲授美术史的
薛玉山，对于画家举办公益讲
座有自己的认识：“画家公益
讲座在现阶段社会大众审美
习惯养成和书画市场培育两
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现
代书画在创作观念和创作技
法上更趋向于精英模式，学术
性审美更为浓厚。从书画市场
培育过程这一个维度来讲，学
术性、专业性、市场性三者缺
一不可，通过整合这三方资
源，可以规范完善现阶段书画
市场，并且可以进一步将书画
的学术性、专业性内容推向社
会，引导书画市场的可持续发
展。” （胡敬爱）

画里画外

李李兆兆虬虬：：民民间间剪剪纸纸
是是我我绘绘画画创创作作的的宝宝库库

“我的家乡高密县，是一方民间艺术
丰腴的热土，民间年画和剪纸，十分高级
精绝。从小我浸淫其间，感情十分深厚，经
几十年艺术学徒的生涯历练后，再反过
头观察这些艺术形式，我只能五体投地，
感谢上苍丰厚的恩赐。”谈到民间剪纸，李
兆虬格外兴奋，好似刹那间回到了高密，
回到了少时手拿剪刀剪纸的情形。

虽然高密民间剪纸时时刻刻贯穿于
李照虬少时的生活，但当年他并没有把
剪纸看作是一门艺术，尽管自己也亲手
剪过窗花、篷花、馒头花……直到十几年
之前，李兆虬到中央美院高级研修班学
习，导师从艺术的角度讲解剪纸，让他顿
觉“五雷轰顶”，意识到之前对剪纸的认识
是如此肤浅，他抛弃曾经对剪纸的不屑，
对它的艺术和生命有了重新的认识，并
且主动从民间剪纸中汲取有益的成分，
创作出了多幅反响不错的作品。

高密民间剪纸不以写真为最高要
求，而是将生命中最原始的，最本真的东
西表达出来。它多以象征、比喻的手法将
民间艺人心中所要诉说的情感表达出
来。李兆虬举了一个例子，莫言小说《红高
粱》中有一个情节，不幸的童养媳向往人
身的解放，剪出的蝈蝈笼子是开着笼门
的。民间剪纸，不受客观现实的束缚，用理
想营造人们所需要的现实，农民期盼生
活富足，剪纸上就会出现牛肚子里有很
多小牛，鸡肚子里有很多鸡蛋等等违背
常理的形象。民间剪纸不以再现客观现
实为目的，而是使之合乎创作者的感情
需要，比如一个站在树上的小孩，有三面
头，表现了儿童三面张望的动作，“合理”
让步于“表意”。高密民间剪纸有组织有规
律的线条，组成了现在绘画中讲求的黑

白灰。“归纳其中的种种手法，法法归真，
至善，大美。信马由缰，舍表求里，移花接
木，比拟借喻，谐音取意，点石成金，聚零
为整，程式归纳，面面俱到，等等等等，不
一而足”，李兆虬说。

种种剪纸手法直接影响了李兆虬的
艺术创作，他借用民间剪纸的造型形式，
用现代的水墨语言，来表达自己所要倾
诉的情感。如此，他的作品面貌与他人风
格慢慢区别开来，并且逐渐明晰。李兆虬
说，“创作者往往忽视了我们民间传统的
根基，民间剪纸是一座取不尽用不竭的
巨大的宝库。这派那派，东主义西主义，在
它面前，‘六宫粉黛无颜色’！”（胡敬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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