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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京城炫彩耀泉城

陈梗桥
（山东博物馆研究馆员，书画

鉴定家。）

我很怀念我和传麟像兄弟一
样的感情。我举一个例子：当年我
到上海去见我的老师沈尹默先生
的时候，想请沈先生写个扇面。我
在朵云轩买了两个扇面，心里想有
我一份就得有传麟一份，所以沈先
生给我写完之后，我对他说：“我还
有一个好兄弟，老师可以给他也写
一份吗？”老师说：“可以。”所以第
二个扇面就是给传麟写的，是有上
款的，我相信这个扇面还一直保存
着。另外一个例子，我临走的时候
跟传麟要了一幅画，我问他：“你有
没有比较满意的画，因为我暑假要
到上海去，可能有机会见到上海的
名家，请他们给看一看。”他说：“那
太好了！”他找了一张彩墨的泰山
松树。那次我有机会到钱君匋先
生家去，我在跟他学篆刻。谈完事
情后我拿出那画，跟先生说：“这
是我好朋友画的，先生您看一下。”
他看完之后说：“你这个朋友将来
肯定能画好，他能够画好！”然后
说：“你告诉他，这个树根的画法是
不对的，大树的树根让人一看就是
泰山山石里面自下而上长出来的，
要牢牢地长在这个山上，不能让它
脱节。画要讲道理。你回去转告
他。”回来我就如实跟传麟讲了。我
们的友谊，印证了时代，除了我们
私交以外，还有就是艺术上这种执
著的精神。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是应
该继续发扬这种精神。

我怀念我们的友情，但更值
得研究的、最重要的是传麟取得
这样艺术成就的社会意义：他怎
么样从小到大成为一个名副其实
的画家？看了传麟的遗作，我作了
一首诗，题目是《吴传麟遗作展观
后》：“幅幅才华笔笔情”，他的每
一幅画都是成功的，笔笔含情，因
为我知道，他从小画画就是有感
情的，带着感情画。“京城炫彩耀
泉城”，他的作品在北京大放异
彩，我们在泉城也感受到了他的
光芒，作为济南的老朋友，我感到
自豪。“观波俶尔人无迹”，他的斋
号是“观波楼”，观波楼就是他的
家、他的书斋，他观的就是艺术海
洋之波。但是在这个艺术海洋里
面，正是形势很好的时候，忽然这
个人就不见了，艺术的海洋里找
不到了。我不愿意用悲观的诗词
来怀念传麟兄，我认为他的一生
就是为了画画，他上哪里去了呢？
远去了，我想他“远去仙山为写
生”，他到那个世界仍然会不断写
生、不断画画……

一条街上走出了

三位画家
张登堂

（济南画院名誉院长，国家一
级美术师。）

在老济南人中有这么一个美
谈，就是“魏家庄一条街上走出了
三位画家”，指的是吴传麟、王炳
龙和我。其实当年这条街上出来
的不只三位画家，只不过我们三
个人关系比较密切。吴传麟、王炳
龙他们两个都比我大三四岁，我
们三人又住得非常近，三角形，我

在我记忆中，“文革”前济南
的书画类展览一年也就几次，其
中有些个展是老书画家作品展，
可谓穷毕生精力的艺术展示；综
合性展览也是经过专家认真评
选，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展览虽
少但水平普遍较高，大多数的展
览是要买门票的。出版书画集更
为凤毛麟角，但意义深远，像山
东人民出版社上世纪 60年代初
出版的《山东国画选》，今天看起

来仍有其价值所在。
现在书画展的各种类型、各

种形式层出不穷，无疑反映了书
画艺术的繁荣景象，但良莠混杂，
甚至一些作品粗制滥造、假大空
乱，大肆包装炒作、招摇炫示的展
览也随之而来。君不见，某些展览
开幕式上红旗招展、彩球飘悬、嘉
宾纷至，领导、媒体聚集，相当热
闹，表面文章做足之后，则大功告
成，之后的展期观众甚少。我曾了

解过展览馆的专业人士，近年来，
观众上千的展览没有几个。我见
到某些隆重推出的展览，当天下
午竟然就草草收场了；有些所谓

“千人展”，其实作者连一半都不
到，至于观众人数还不到作者的
一半，这样的展览举办的动机和
效果不言而喻。这种劳民伤财的
展览，可以休矣！

我也见到有些展览，同时推
出作品集赠送，设午宴酬谢，请关

系拉观众参观，送红包邀名人站
台、邀媒体宣传。也有些媒体人不
谙书画，经常写出某某先生如何
经过废寝忘食般的努力，创造出
一种崭新的艺术风格云云惊人之
语。我认为凡崭新的艺术风格，最
大的特点就是前无古人，而中国
书画恰恰是难以割断传统这方活
水的，所以崭新的艺术风格另一
个的特点就是后无来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年来

展览开幕式成了书画家聚首的平
台，大家借此机会互致问候交流
信息，这或许是展览举办方始料
不及的。当这种展览渐微弱化的
时候，不拘一格的小型展，不重外
表注重内容和质量的沙龙式的展
出越发多了起来，特别是越来越
多的书画拍卖预展，受到观众热
捧，原因很简单，观众自发轻松而
来，能看到值得一看的东西，皆有
收获满意而去。岂不快哉！

书画展览的冷与热
俞黎华

格有话要说

到传麟家五分钟，到炳龙家五分
钟。说起魏家庄呢，我们三个都不
在魏家庄住，都在魏家庄的小胡
同里边，但是魏家庄是一条线，
把我们三家串起来，所以都说是

“魏家庄出了三个画家”。王炳龙
是中央美院毕业的，传麟是中央
工艺美院，这两个是最高的美术
学府，他们两个都学历高，画得
也好。我跟传麟、炳龙经常联系，
后来吴泽浩从南方过来，我们也
是经常在一起。还有陈梗桥大
哥。有时候传麟从北京回来，我们
就一起上梗桥那里去了，我们都
愿意找他。大家经常在一起研究，
对我们几个的书画创作互相都起
到了促进作用。

传麟特别注重写生，我认识
传麟就是在泰山写生认识的。
1959年夏天暑假期间，我第一次
去泰山写生，拿了一个小速写本
在那里画黑龙潭，雨过天晴，特别
美，我看见一个人拿个画板和水
桶，正用毛笔在画。我是第一次看
见有人拿毛笔写生。从此我们两
个人就认识了。他写生的那幅画
参加了国庆十周年的美展，我根
据写生画了一幅，也参加了济南
市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美展，从那
时候我就发现，吴传麟走到我们
同代画家的前面去了。毛笔写生
确实是对传统的一个极大的突
破。传麟的画既有北派山水的雄
伟，又有江南水乡的细腻秀丽。为
什么他既能画北派山水又能画南
派山水呢？就是因为他注重生活，
到处去写生，就像梗桥兄说的“远
去仙山为写生”，全国到处跑，从
来不闲着。

我们俩还有一段经历，1966
年传麟正好毕业，在等待学校分
配。学生有的去造反了，有的在外
面胡闹，传麟则回家画画。他回家
以后我就去找他，我已经临时有
工作了，济南搞一个“济南战役纪
念馆”，我被借调过去，画“济南战
役”。因为济南战役是一个系列
的，有“攻打济南”，有“后援”等
等，我是画“支援前线”这一部分。
除了美术作品以外，还要征集一
些革命文物。我给传麟说：“你有
空吗？咱上胶东去一趟吧。”他说：

“咱上哪里？”我说：“咱爱去哪里
去哪里，只要是胶东那片地区，咱
画济南战役去，咱画支援前线那
一部分，青岛、烟台、石岛、威海这
一带都可以去。”他也很高兴，正
好有的地方他也没去过，我画山
水这么多年也没见过大海，我们
就去了。第一站到烟台，到后天快
黑了，那时候我们俩都急于看大
海，吃完饭就跑到海边上去了。海
那么大，从来没见过，我们穿着塑
料鞋就在沙滩上慢慢地往水里
走。传麟他胆子比我大，我不是很
敢走了，毕竟天也越来越黑。那是
第一次看大海，我们俩一起。从那
里我们又到蓬莱阁写生，那天正
好是八月十五，我俩拿着速写本
写生。记得彩霞特别美，就像仙
境，我俩特别激动。后来在《美术
之友》上传麟还写了这一段经历，
我没有写，他写得好，蓬莱仙境那
一段感觉都写出来了。

现在山东正在努力推动形成
齐鲁画派，山东有很多老前辈，都
是奠基者，但传麟是一位很好的
传承人，他的艺术既有生活又有
传统，既有北派的雄伟又有南派
的细腻，继承了老前辈的优点，值
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吴传麟先生作品 漫天飞雪眩双眸

格艺海钩沉

远去仙山
为写生

怀念鲁籍名家吴传麟

春节期间，由济南市委宣传部、济南市文联、人民美术出版社、济南市园林局和
济南市园林文联联合主办，济南趵突泉公园、李苦禅纪念馆承办的“云悠悠山濛濛一
片乡思不断——— 已故鲁籍名家吴传麟书画展”，在李苦禅纪念馆举办，展览的氛围清
雅而温情，展出的作品清新而充满乡情，带给人们美好的享受和亲切的回味。吴传麟
是从济南走出去的艺术家，1960年毕业于山东省实验中学，1966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
术学院，2007年去世。生前为中国美术出版总社编审。为了办好这次展览，吴传麟先生
的女儿吴丹旻从父亲的遗作中精心挑选了自1957年至2005年创作的书画代表作品58
幅回到家乡展出。展览将持续到3月10日。吴传麟先生在济南留下了很多足迹，很多的
人喜欢他的画，怀念他。本次刊发的就是他两位好友的访谈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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