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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
今日济南

精琢细绘 诗意雅风
——— 第二届中国工笔画名家作品展将于九月举办

工笔画是中国绘画历史长河中出现较早
的绘画种类,远在魏晋时期就有了很高的艺
术成就，其精髓在于它充分展现出独具魅力
的东方神韵。将于9月14日举行的“第四届中
国书画名家精品博览交易会”上，主办方山东
省文联、齐鲁晚报将继2011年又一次倾情打
造“锦墨·衔华——— 第二届中国工笔画名家作
品展”，邀请王海滨、韦红燕、刘临、张鸿飞、汪
港清、林若熹、杨文森、梁文博、郭继英、谢宗
君、韩学中、韩振刚、雷家民(以姓氏笔画为序)

等一批省内外优秀工笔画艺术家共同参与，
展出作品五十余幅，将为广大观众奉上一次
精美曼妙的工笔画盛宴。参展艺术家来自中
国艺术研究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首都师范
大学美术学院和继续教育学院、广州美术学
院、省内美术高校及各地美协，他们拥有娴熟
的笔墨功力与学院派特有的文化气息，风格
各具特色，富有学术代表性。

中国的工笔画历史悠久，是中国视觉艺
术中出现最早、流传最久远的艺术门类，并在
20世纪80年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
出现了新的面貌。近年来，一向以传统功力深
厚称誉的工笔画坛，更是呈现出勇于探索的
新态势：许多在全国颇具影响的著名画家，不
仅在各自领域内辛勤探索实践，还培养了一
大批优秀中青年画家。老中青画家携手并进，
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新人辈出的绘画群体，
可谓势头兴旺、欣欣向荣。对此，中国艺术研
究院中国画院专职画家、研究员、教学部主任
韩学中认为，“无论工笔还是写意画创作，都
要求画家必须具备深厚的传统功力。在此基
础上有所突破、发展，发现属于自我的语言、
方向，保持风格的多样性。在当下文化大繁荣
大发展战略的激励下，工笔画进入了一个自
由发展空间和繁荣时期，各大美术院校涌现
出一大批优秀艺术家。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工
笔画将进入一个鼎盛时期。”本次展览上，韩
学中将为大家带来他今年新作的伟人系列创
作，这也是它们在山东的首次亮相。

不仅美术高校，各省的美协组织当中也
活跃着大批从事工笔画创作的优秀艺术家，
为推动工笔画创作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中
国工笔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画学会创会理
事谢宗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美术的多
元性、包容性、民主性、共存性、民族性、大众

性必然会导致文化艺术的多极发展，而工笔
画创作随着时代进步，亦开始关注当代文明
的绚丽多姿、反映当代人心灵深处翻腾着的
万般滋味。各地美协的优秀艺术家有着深入
生活的便利条件，因此，他们的作品也便于贴
近生活，反映世事。时代为工笔画创作提供了
诸多有利条件，我们更应迎势而上，做出一些
成绩。”

工笔画运用工整、细致、缜密的技法来描
绘物象，要求线条工稳、细致、流畅，色彩匀
净、明丽、典雅，描绘物象造型准确、生动、逼
真，即注重写实又富于诗情。传统中国画审美
中的“诗情画意”也正缘于此。在当代社会的
语境下，众多艺术家对传统中国文化进行了
重新认识与挖掘，将传统工笔画的勾勒、渲
染，平面表现的装饰性以及西方写实主义手
法和梦幻般的意境都融入到当代工笔画中，
工笔画艺术也在风格样式、技术手法、表现形
式的拓展与创新中不断发展。对此，首都师范
大学美术学院教师王海滨说，工笔画虽然已
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随着时代发展和进步，
艺术家们赋予了它更多的时代精神。工笔画
同其他画种一样，正逐渐与时代审美、认知相
结合。在山东这样一个艺术大省举办层次较
高的工笔画展，将它既古老又年轻的一面全
面展示给观众，是非常有意义的。同时，本次
展览汇聚了一批当代工笔画艺术家的优秀作

品，旨在展示多样化的形式和个性化的语言，
亦十分具有学术代表性。

现在，工笔画已从传统走向当代社会，在
繁荣现象同时，如何使工笔画正确沿着融合
文学、书法、哲学、诗兴语言的轨迹深入发展，
在尊重传统基础之上吸收东西方新视觉艺术
语言的元素，成为工笔画界探讨的新课题。首
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主任、教授汪
港清认为，“吸收外来元素在信息交流便捷的
现代社会中十分正常。但是，如何使外来元素
有益于中国工笔绘画，在不改变工笔画特有
文化意义基础上的、尊重传统的吸收，十分值
得我们研究。我想，工笔画家、特别是年轻画家
的创作要加强对中国文化中浪漫意境、隐喻性
的研究，只有不断丰富自己的艺术修养，多吸
收传统工艺品、民间艺术、等方面的营养，才能
领悟传统文化精髓，不断提高创作水平。”

笔墨当随时代。参与展览的十余位艺术家
积极探索多样化的表现手法和审美视角，以当
下社会的精神价值取向和表达需要为出发点，
认真思考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并以新的艺术
观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将传统绘画语汇向现代
转化。他们不局限于传统的花鸟、人物、山水，
题材选用更贴近现实生活，更强调个人感受、
经验、直觉。相信这些强调个性化精神指向的
作品，将使广大观众重新认识工笔画创作，共
同感受画作传递出的时代精神。 (东野升珍)

气浩韵高 生生不息
——— 郭志光新作展将亮相书画名家精品博览交易会

将于9月14日至16日举办的第四届中
国书画名家精品博览交易会上，“中国当
代花鸟画大家郭志光新作展”将为广大观
众带来我省著名花鸟画家郭志光先生的
三十多幅精品力作。这些作品以郭先生的
最新创作作品为主，同时兼顾各个时期。
其中，一幅八尺以荷花鳜鱼为题材的《清
韵何处不潇洒》，将首次展示在观众面前。
对此，郭志光先生说，今年是龙年，是壬辰
水年，所以他的许多最新作品便以“水”为
题、与“水”有关。

郭志光先生曾于浙江美院学习和留
校工作达12年之久，深得潘天寿、吴茀之、
诸乐三、陆维钊、陆抑非等前辈艺术家的
影响，并为他们的人格品德所感染。期间，
他悉心研读历代名家，在花鸟画方面得潘
天寿学派之精髓。上世纪70年代中期调回
山东后，郭志光一直任教于山东工艺美术
学院，家乡的风土人情更使他如鱼得水。
几十年来，他在笔墨、造型、构图等方面均
有所突破和发展，艺术风格体现出老、辣、
奇、险的独特审美特征，使作品在视觉上
产生强烈的冲击力，而精神内涵中又透露
出妩媚的韵致，对传统写意花鸟画的继承
富有意义。

郭志光在自己的“砚边点滴”中这样
写道，有人说我的画风是南派，也有人说
是南北合璧的新派，我觉得，不管什么
派，重气机讲格调的追求不能丢。郭志光
认为，“气”，即气势，“机”则是脑中的构
思，是一般人达不到的用心经营。气机包
括气韵、气势等多种含义，而重气机与讲
格调互为因果、相互作用，承载起整个画
面。纵观郭先生的作品人们可以发现，

“重气机、讲格调”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

郭志光擅长大写意创作，用笔沉着而不
失奔放、凝炼而又不无泼辣，张弛有度而
富有节律、气势。他的泼墨、泼彩擅用浓
湿的彩墨大块和干沙笔的线和点，颇具
气势，先声夺人。无论是花、叶、枝、藤的
安排，鱼儿的走势，雄鹰鸟瞰或俯冲，都
在这片意境中刻意经营，逐步使物象充
实起来，求得虚实相当、相得益彰的效
果。因此，郭志光营造的画面往往充满了
张力。在构图上，郭志光吸取了潘天寿

“借险造险、借险破险”的特色，又巧妙利
用远近、虚实、疏密、浓淡、线面、干湿的
对比，画面上的笔墨耐人寻味，生趣溢于

画外。而色彩上的艳而不俗，重而不滞，
自然而然，更进一步表现出鱼虫花鸟的
写意之趣和生生不息之美。

郭志光先生的传统笔墨功底和对传
统花鸟画的深刻理解达到了很高的程
度，所以他面对普通的山水和秀美的花
鸟，能联想妙悟，创造出人意料的新境
界，写出了自家的笔墨，画出了自家的面
貌。在即将举办的书画精品博览交易会
上，众位书画爱好者可在此一睹郭志光
先生难得一见的精彩笔墨、新近作品，陶
醉于荷花、流水、游鱼、憩鸟的自然芬芳
之中。 （东野升珍）

“丘壑无言——— 中国国家画院张
志民工作室山水画作品展”昨日
开幕

由山东艺术学院、山东省美术家协会、
中国国家画院张志民工作室主办，山东省新
闻美术馆等协办的“丘壑无言——— 中国国家
画院张志民工作室山水画作品展”于8月12日
上午10:30在山东新闻美术馆隆重开幕。

张志民先生是当代山水画大家，齐鲁
画坛的代表人物，他的山水作品大气磅礴，
不拘一格，把百家丘壑与自然熔于一炉，形
成天人合一的雄浑境界。在学术创新的同
时更完成了自己作为一位艺术家关注时
代、关注自然、倡导环保的系列作品，表达
了一个画家对于时代与社会的责任心和思
想性。本次展览的百余幅作品是本届工作
室画家精心创作的近期力作，无论从题材、
尺幅、质量都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基本
表现出了张志民工作室质朴、雄健的整体
风格，呈现出艺术创作百花齐放的状态。通
过这次展览，观者不仅可以看到工作室一
年来的教学、创作所取得的成果，还可以看
到各位参展画家对导师艺术思想的领悟和
对个性与创新的追求。

据悉，此次展览将于8月14日结束。

蚨第雅2012首拍将于19日开槌

山东蚨第雅2012年首届艺术品拍卖会将
于8月17日—18日在济南珍珠泉宾馆举行预
展，8月19日举行拍卖。届时，涵盖中国书画、
瓷器、玉器、竹木雕摆件、精品紫砂等各种文
玩杂项的700余件精品将在泉城亮相。

书画专场名家荟萃，李可染的《暮韵
图》构图清新自然，墨色浓淡枯湿交相辉
映，暮韵意境跃然纸上。石齐《少女牧鸭》人
物刻画生动，极富生活气息，平凡题材中见
恢弘气度。张仃《终南积雪》笔力遒强，内涵
沉雄，风格朴拙，别树一帜。于希宁《紫藤》
设色清丽，格调高雅，以书法入画，笔意弥
漫，法度严谨，干笔可见线条苍劲，藤萝曲
折尽显深沉。沈鹏的《书法对联》也是难得
佳品，线条厚重，磅礴大气，于书法中见诗
魂。此外，吴冠中、梁树年、林散之、沙孟海、
史国良、韩美林、王凤年、魏启后等多位名
家的精品也将呈现。

文玩杂项专场350余件精品即将亮相。新
收入的顾景舟提梁壶呼应了近年的紫砂收
藏热，器型优美端庄，壶身呈短圆筒状，线条
洗练明确，与盖和提梁浑然一体。马来西亚
回流的清中期“福泽”门庭匾，纹饰龙头、书
卷、笔、箭，喻意美好，匾身精雕巧琢，极为生
动，乃清朝一品官之门匾。此外，清高凤翰铭

“凝黄积翠”崂山玉赏石、明铜鎏金男相观音
像、清御制水晶镂银嵌宝骨制神面法器、清
翡翠雕花鸟纹瓶、何道洪薄胎圆珠壶均为文
房雅玩之佳器，定会备受藏家热捧。

另外，自本场拍卖会起山东蚨第雅将
在历届拍卖会上增设慈善专场，将所筹善
款全部用于公益事业，并自愿接受社会各
界人士监督。

郭志光，1942年生于山东潍坊。现为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中国画研究院院长、资
深教授。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山东省书画学会会
长、山东省文史馆馆员、山东当代国画研究院院长、山东画院艺术顾问、山东省专
业技术拔尖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马硕山画瓷作品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8月10日，马硕山画瓷作品《盛年》收

藏仪式在国家博物馆白玉厅举行。于收藏
仪式上一同展出的还有马硕山精心创作
的另外5件青花釉里红瓷器，分别为《空山
清气》、《事事如意》、《满堂吉利》、《蔬香》、

《紫气东来》。
此次被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作品《盛

年》，是马硕山在2011年于江西景德镇精
心绘制的。作品在题材上选取茂盛的石榴
林与飞雀来表现盛世华年这一主题，工艺
上则采用青花与花釉相结合的烧制方式，
无论是从器形胎质还是发色上来看，都是
不可多得的精品。马硕山将纯粹的绘画语

言和纯熟的绘画功力移植到传统瓷器上，
是书画与瓷器两种最经典的传统文化的
融合，不仅为陶瓷艺术增添了几分生气，
还衍生出了一种新的文化意味，使他获得
了一种更单纯、更现代的艺术表达方式。

马硕山选择青花瓷并不是偶然，他的
绘画作品中本身就含有隽永怀旧的情趣，
特别是他的国画作品《青花系列》，具有很
强的怀古情调，又兼具当代文化人的审美
情趣。马硕山的作品线条灵动，信手拈来，
具有深厚的传统笔墨涵养，符合中国画作
品的特质，更增强了其作品的艺术性。

据悉，此次活动在国家博物馆收藏当

代画家画瓷作品中尚属首例，这不仅体现
出国家对文化艺术事业的重视，同时也充
分肯定了中国画家画瓷创作的艺术水平。
对此，马硕山说，此次国家博物馆收藏瓷
画作品，是对自己的一次肯定和激励。以
前他的作品曾尝试过青花、釉里红，但《盛
年》是用黄花釉烧制而成，与生活中的石
榴形象十分接近；而作品整个构图比较丰
满，象征着国家蒸蒸日上的发展盛世。在
这次收藏活动结束后，他将去尝试更多不
同釉料、材质的作品，希望今后能够奉献
更多的优秀作品。

（东野升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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