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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李奇茂美术馆高唐开馆
第七届中国(高唐)书画博览会同天开幕

本报聊城 10 月 14 日讯
(记者 刘铭) 12 日，第七
届中国(高唐)书画博览会开
幕。同时，以享有“当代张大
千”之称的台湾水墨画大师
李奇茂命名的李奇茂美术馆
在高唐开馆，海峡两岸书画
交流基地也在此间正式挂
牌。开幕式上，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宋远方代表
市委、市政府向博览会的举

办表示祝贺。
据了解，在第五届书画

博览会上，今年 87 岁高龄
的国际知名水墨画大师李
奇茂先生即兴题词“人居四
海、心在高唐”，并决定将个
人美术馆建于高唐，充分表
达了他对高唐的浓厚感情。
建于高唐县双海湖畔的李
奇茂美术馆，由李奇茂先生
亲自设计，建筑面积 4000

余平方米，外观呈帆船形
状，富有浓郁艺术气息，将
典藏李奇茂先生的 100 幅
佳作精品及其捐赠的 1000
余件文物古董。在美术馆展
厅，李奇茂水墨画作品引来
了众多参观者。

第七届中国(高唐)书画
博览会邀请到了包括李奇茂
先生在内的 50 余位台湾书
画家，以及李燕、李小可、辛

守庆、韩英凌、聂治公、王翰
之等许多书画名家来高唐办
展，进一步展示高唐书画艺
术魅力、彰显中国书画艺术
名城风采，并成为密切两岸
书画文化交流、拉近两岸同
胞情感距离的桥梁和纽带。

作为文化部首批命名
的中国书画艺术之乡，高唐
县依托得天独厚的书画文
化禀赋优势，大力繁荣发展

书画文化产业，着力打造
“苦禅故里、书画高唐、海峡
情缘”文化品牌，之前已连
续举办 6 届中国(高唐)书
画博览会，建立鲁台书画艺
术交流基地，建成李苦禅艺
术馆、孙大石美术馆等一批
重要文化基础设施。目前，高
唐籍中国书协、美协会员达
到 27 人，书画作者 5000 余
人，形成了“人人爱泼墨、户

户习丹青”的浓厚文化氛围。
在 10 月 12 日的中国

(高唐)书博会开幕式上，市
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宋
远方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博览
会的举办表示祝贺。他说，书
博会的举办对于推进海峡两
岸书画艺术的繁荣与发展，必
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必将
让高唐、聊城乃至全省的发
展进入一个崭新的“春天”。

海峡难分画友情，本报专访水墨画大师李奇茂：

“和高唐兄弟姐妹是一家人”
本报记者 刘铭 通讯员 张志忠 朱桂林

李奇茂祖籍山东，生
于安徽，原名李云台，1 6
岁时想报名参军，因年龄
不到和身体瘦弱，几乎与
从军擦肩而过。当时正好
有一名士兵开了小差，名
叫李其茂，部队怕追究责
任，让李云台顶替逃兵之
名参军。

“我不愿与逃兵姓名
完全一样，就把‘其’字改
成‘奇’字。”李奇茂说，从
此“李奇茂”之名伴随他一
生。如今李奇茂已成为国
际知名水墨画大师，是卓
有成就、桃李成蹊的美术
教育家，又是在世界各地

传播中华文化，为两岸国
粹艺术薪火相传、共同繁荣
做出不懈努力和巨大贡献
的社会活动家和文化使者。

高唐走出的全国著名
山水画家孙大石与李奇茂
最早相识于上世纪五十年
代初期的台湾。1952 年，二
人都考入台湾政工干部学
校美术专业。共同的从军经
历和美术爱好，使二人一见
如故，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李奇茂一天画速写不下百
张，孙大石也成为画速写的

“拼命三郎”，二人都成为学
校的佼佼者。

后来孙大石在高雄成

为职业画家，李奇茂到台北
从事美术教育工作。“我们
虽然一南一北，但书信不
断，相互砥砺。”李奇茂说，
不久后孙大石到美国旧金
山定居，他也开始了游访五
大洲，在世界各地讲学并举
办画展的人生历程。

孙大石在旧金山定居
八年，经过打拼终获成功，
成为旧金山第一位著名华
人画家。孙大石回国 5 年
后的 1987 年，李奇茂在老
画友的发迹地旧金山也获
得了巨大成功，旧金山市
把“ 11 月 30 日”定为“李
奇茂日”。

年轻从军时自己改名“李奇茂”

李奇茂以水墨动态人
物动物见长，兼顾山水、花
鸟。孙大石以泼墨彩墨山
水为主，又擅长人物、松
梅。他们的艺术都具有气
势恢宏、水墨淋漓、激情四
射、独立创新的风格，都具
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强烈的
时代性。他俩最相同的地
方，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之
心。

孙大石在美国时期，
曾在自己创作的多幅画作
中题道：“我是中国人，爱
祖国是我做人的天职。”

“我望着浩瀚的太平洋，我
想到对岸就是我朝思梦想
的祖国。”1982 年孙大石
放弃在美国的优厚生活条
件，毅然回到祖国，成为从
美国回国定居的第一位爱
国画家。回国后，他把自己
创作和收藏的全部作品和
家 当 无 偿 捐 赠 给 家 乡 人
民。

李奇茂也是典型的爱
国画家，他多次说道：“我
作为一名中国画家感到非
常骄傲，我作为中国人，是
一生的光荣。我曾为邯郸

碑林写过五个字——— 我是
中国人。多年来，他在世界
各地讲学，都不遗余力地
宣传中华文化。

时光如梭，一晃十六
年过去了，孙大石已从北
京回高唐孙大石美术馆定
居。“ 2007 年 9 月，我带着
夫人及子女专程到高唐孙
大石美术馆看望老朋友孙
大石夫妇，对作品和古色
古香园林式馆舍建筑赞不
绝口，这也引发了我也要
在老画友的家乡建馆的初
衷。”李奇茂说。

看老友时决定在高唐建美术馆

自 2007 年李奇茂与孙
大石在高唐再次相聚后，李
奇茂成了高唐的常客，每年
的高唐书画博览会开幕式
他都要参加并拜访孙大石。

2009 年高唐书画博览
会期间，李奇茂在高唐首
次举办个人画展。在海峡
两岸书画家共绘百米长卷
活动中，他挥笔写下“人
居四海，心系高唐”八个
大字。李奇茂对高唐倾力
打造书画艺术名城和海峡
两岸书画艺术交流基地的

举措啧啧赞赏，对高唐浓郁
的书画氛围、淳朴的民风和
城湖一色的城市建设情有
独钟。

李奇茂被授予高唐荣
誉市民后，表示作为 50 万
高唐人民的新一员，将为第
二故乡的发展、对海峡两岸
书画文化交流做出自己最
大的努力和贡献。“美术馆
虽然以我的名字命名，但美
术馆就是大家的，我也是高
唐的一份子，和高唐兄弟姐
妹就是一家人。”李奇茂说。

“我在高唐建个人美术
馆，要把自己创作收藏的数
百幅作品及上千件文物捐
给高唐人民，要把高唐当成
第二故乡。”李奇茂说，这也
受李苦禅艺术馆、孙大石美
术馆的影响。2 0 1 0 年 1 2
月，李奇茂美术馆在美丽的
双海湖北岸破土动工，今年
10 月 12 日，李奇茂美术馆
开馆仪式隆重举行。从和孙
大石最初相识，到李奇茂美
术馆开馆，整整相隔六十
年。

“高唐就是第二故乡”

10 月 12 日，“中国书画艺术之乡”高唐举办第七届中国(高唐)书
画博览会，李奇茂美术馆同时开馆。一个小县城，还被命名为海峡两
岸书画交流基地，不能不提及涉足于海峡两岸的两位老画家，一位是
高唐走出的全国著名山水画家孙大石，另一位是国际知名水墨画大
师李奇茂。

在开馆仪式上，李奇茂被授予高唐县荣誉市民。“美术馆虽然以
我的名字命名，但美术馆就是大家的，我也是高唐的一份子，和高唐
兄弟姐妹就是一家人。”李奇茂说。

李奇茂。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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