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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美术馆馆藏精品献礼新中国71周年华诞

▲郭怡孮 《罗霄山花》

▲张望 《金色年代》

▲闫平 《似水流年》

2020年6月，在一场山东美术馆线上美
育课上，山东美术馆馆长、山东省美术家协
会主席张望介绍：“所有的艺术形式都源自
于情感，蕴藏着关于美的真理。美术馆则不
仅是美感的汇聚地、情感的能量场，更是连
接过去与未来、感性与理性、精神与物质的
桥梁……”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1周年，恰逢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和全面打赢脱
贫攻坚战收官之年的特殊节点。71年风雨兼
程，71年砥砺奋进，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
启筚路蓝缕的创业征程，掀起气壮山河的
建设浪潮，闯出波澜壮阔的改革之路，创造
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国庆前夕，我们走进山东美术馆，在典
藏作品中鉴往知今，启迪未来，以梦想为岸、
以团结作帆、以奋斗作桨，在浩荡的时代东
风中，向着下一个光辉目标启航。

为了山高水长的传承

2020年8月，“面对——— 钱捍抗疫生活影
像日记”摄影展现场。展厅里，《致敬，抗疫英
雄》齐鲁医院援鄂医疗队胜利凯旋合影巨
幅照片捐赠仪式正在举行。山东省首批援
助武汉医疗队队长曲仪庆在自己的照片旁
签名合影，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展厅，以此感
谢医护工作者用血肉身躯筑起抵抗疫情的
钢铁长城，感谢他们与我们共度凛冬又如
约在盛夏相逢……在3米×10米的巨幅照片
上，写满了观众的祝福“中国加油！！！”“向英
雄致敬！”“谢谢你们！”……

在与之相邻的展厅，国画《霜晨》中，三
位身着军装的女军医静静地凝视着在场的
观众。在清晨的寒风中，她们无惧危险、逆风
而行，虽风尘仆仆而目光坚定，虽奔忙疲惫
却意志坚毅……穿越时空的阻隔，在情感
的世界中为我们筑起打不垮、推不倒的巍
巍长城。

这件作品的作者王晓晖，是将艺术融
于生命的87岁“女先生”单应桂的高足。

单应桂，1949年参加工作，用画笔记录
了共和国从危难中不断奋起，在磨练中百
炼成钢的历史，培养了大批在国内外有影
响的艺术家、教育家、评论家。

她的作品中没有夸张奇特的形式、没
有绚丽动人的色彩，却于质朴自然间蕴藏
着时光阅历沉淀下的隽永意味、厚重分量
和细腻情感。人们皆称赞她乐善好施、蕴藉
敦厚、豪爽善良，而她却说自己不过是先生
们的倒影。她师从李可染、叶浅予、蒋兆和、

李苦禅等画坛大家，“先生们的风格，皆
有坚守的脊梁和操守。他们的人格风
骨、思想情怀和学术风范，莫不是时代
的榜样，也是学生们永恒的财富”，至
今，她依然将先生们的教诲铭记于心，

“李可染先生说过，艺术家从事创作不
是探囊取物，要把整个生命力投进去，
必须全力以赴。有的人马马虎虎一辈子
精力都没集中过，因此什么事情也做不
好。大科学家、大艺术家都是能够高度
集中精力的……”

为此，她在70多年的艺术创作中始
终坚持着三条稳定的主线：对人民生活
始终不渝的热情，对当代女性形象的特
别关注以及对继承和发扬民族民间艺
术的坚定信念。同时，在美术教学中她
坚持“笔墨当随时代”，要求年轻画家既
要学绘画，也要学做人，要有与人民同
频、与时代共振的历史使命感。她培养
出一批影响山东乃至全国美术发展的
艺术家，而她的学生们又影响了一代代
的青年人……

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忆

当我们在盘算着8天的“十一”假期
去哪旅游或者比较着哪种“网红”月饼
更好吃时，生活在幸福新时代的人们也
许无法想象：在70多年前抗战时期的中
秋夜，一个讨饭的孩子去牢房，为无缘
无故被关进牢中，归家无期、吉凶难卜
父亲送饭时的场景。

这是画家路璋《中秋》中描绘的画
面，而画中的那个孩子——— 就是画家本
人。

那个跪着都难以求生的年代，距离
今天只有70多年！当我们在享受着一代
代人接续奋斗换来的安定生活时，我们
不能忘记那曾经岌岌可危的山河、遍体
鳞伤的家国，不能忘记那“覆屋之下、漏
舟之中、薪火之上”的危局，不能忘记那

“少年中国”的呼唤、“中华民族再生再
造”的期盼、“振兴中华”的呐喊……

未经黑暗，便看不到光明的可贵；
未了解旧中国的苦难，便无法读懂新中
国重生的意义。

于是，艺术家们自觉肩负起弘扬民
族精神的责任，怀着对生活的热情和对
艺术的真诚投身于历史题材的创作中。
路璋说：“历史画创作是我多年来艺术
创作最重要的部分。我从历史中选取题

材，作为抒发个人情感和对人生思考的
借题。如果离开了对精神内涵的追求，只
是被动地反映历史，大概很难产生好的
历史画作。在创作中，我珍惜一种发自内
心的创作冲动和使命感，这使我体验到
了内心的满足和精神的安慰。在内涵与
形式的统一中，我完成创作。”

在历史的沧桑巨变中，艺术家驻足
回首，反思前行。这其中，既有老一代人
在奋进、慷慨、激昂中重温过往，也有青
年一代在胜利、英雄、伟大中追寻崇
高……于是，他们用激情澎湃的主题性
创作，记录下家国、时代的转场。

为了看清楚走过的路

2020年5月，“风华——— 山东美术馆馆
藏第十三届全国美展精品展”、“能
量———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美术发展成果
展”和“时代叙事——— 山东美术馆馆藏精
品展”共同亮相，以美术形式梳理总结新
中国70余年来时代印记。

这里，有“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建
设情景——— 解放后，艺术家真正走到更
广阔的天地，与建设者同吃同住同劳动，
笔墨格局气象发生深刻变化，建设和建
设者的形象开始出现在画面上。如张彦
青、徐金堤等，每到一处，便能迅速抓住
一地特色，即使当时不用画笔实地写生
勾勒，也能目识心记地默画写生，一旦下
笔，便能及时在创作中将默记素材加工
提炼，概括为提纯意义的作品。

这里，有“平淡而诗意”的集体记
忆——— 当我们把历史镜头拉近，便会发
现波澜壮阔的时光总是少数，平淡舒缓
的日子构成我们的一生。而在艺术家笔
下，将我们熟悉到漠视的场景转化为可
爱可亲可忆的画面，将动态的时光凝固
为诗意的永恒，平静普通的物象被赋予
了独特鲜活永恒的艺术生命，这便是最
为感人的平淡。

这里，有“千万种姿态”的个人奋
斗——— 逐梦，不是一朝一夕；圆梦，不是
一时一地。新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
到强起来的背后是无数个体命运的改
变，每个人奋斗的样子，构成了今天中国
的表情和节奏。环卫工人、快递小哥、消
防队员……千万种姿态，一样的拼搏，奔
跑的中国充满力量。

于是，艺术家笔下的内容悄然发生
着变化：曾经温饱不足的人们，即将迈入
全面小康；曾经一穷二白的中国，已然屹
立于世界东方；曾经积贫积弱的民族，迎
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为了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2020年8月，“致敬传统——— 当代纸艺
术作品巡展”亮相山东美术馆,引发观众
观展热潮。人们对这个中青年艺术家主
场的当代艺术展产生浓厚兴趣。其实，在

“丹青不知老之将至”的艺术圈，名家大
家亦始终对艺术的当代性关注着、工作
着，创造着。

在杜大恺的艺术中，“当代的”、“中
国的”、“我的”是他的三个艺术追求和身
份认证———“当代”指历史时序中的即时
性，“中国”是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自觉，

“我”则是生命个体对生命存在的终极意
义的价值认同。他认为，艺术不是也不可
能成为一种超然的生命现象，承认并接
受这一现实是“现代性”的由来，这是一

种质的规定。
在张志民看来，一个画家不应该一辈子只写

一种字、画一种画，就像人一辈子不能只吃一种粮
食一样，人的生活应该丰富多彩，花样多一点。后
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应该以“为祖国山河呐喊”
的气魄大胆创新，达到“我用我法，我法尽，而我即
为后起之古人”的境界。

在杨松林的笔下，绘画是他与自然、传统、时
代对话的语言，他把自己的生命能量注入其中，被
带到无忧无虑、自由乐观、率真自由的人生境界，
进而获得真实而独特的灵魂。

在闫平眼中，色彩是情感最直接的表达。她善
于运用明快绚丽的色彩，构成了一幅幅如交响乐
般的令人激荡的画面，表达强大生命力和感染力，
引发观者心灵的共鸣。

于郭怡孮而言，“传统是源远流长的长江大
河，传统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他把创新看作传
统的一部分，清醒认识到创新是发展的本质，而传
承是我们的根脉所在。他心中充满光明和自信，要
致敬历史，报答时代——— 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
写新的历史；对未来最好的把握，就是开创更美好
的未来。

站在新中国成立71周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时代关键点上，我们身后是波澜壮阔的历
史，面前是喷薄而出的曙光！

祝福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祝福英雄民族昂首走向复兴！

文/王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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