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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祥军：循着梦想前行
采访孟祥军是在他

的工作室里，在被阳光
和清茶所晕染了的下午
互聊艺术，十分惬意。话
题是在他书架上放着的
那本孙建平和康弘编著
的《大师的手稿》中展
开，很多艺术上的共同
见解让我们两个年纪相
差并不多的人迅速热络
了起来。

幼年时的孟祥军总
喜欢独自蹲在老墙边，一
双充满好奇的眼睛注视
着上面那些错乱纷杂的
裂纹，把它们想象成各种
稀奇古怪的动物、形态各
异的人物和丛峦叠嶂的
山峰。父亲喜欢画画，这
无疑启蒙了想像力丰富
的孟祥军，于是从童年到
现在，从老墙转换成宣
纸，他与艺术结下了不解
之缘。

孟祥军的早期创作
专注于西藏人物、山村老
农，革命英雄等重大历史
题材，气势恢宏的场面和
描写让他很快得到业界
认可，并多次获奖。但久
而久之，这些沧桑沉重的
人物所承载的历史与社
会的重负让孟祥军一度
陷入了矛盾的思考中：与
自己的经历脱节的题材
让画面缺乏了太多关乎
内心的真情实感，反而多
了程式化的笔墨堆砌。由
此，他将沉重换为欢快，
将视角拉回生活，开始走
向了新的方向。

孟祥军的新作，描写

的都是我们身边能够观
察到的、熟悉的年轻女子
的形象，她们如当下的年
轻人一样，身心健康，对
未来充满了自信并认真
地努力着。他画面中的主
人公或端坐在浅淡的绿
色调中不发一语，或聚集
在某个蓝绿的环境中互
相凝视。画面忧伤、唯美
但不空洞、做作，人物表
情冷漠却又让人想要亲
近，看似失落却又蕴含着
某种希望，这种“无声胜

有声”的画面增添了些许
略带距离感和欣赏的意
味。在创作上，孟祥军用
笔恣意，勾、皴、擦、染随
性所至，线、墨、色跟感觉
一体，用笔松动，自然流
畅。写意的笔触和淡雅的
绿色调让他的画面有种
抒情的感觉，遁隐的笔墨
效果和中国画本身的优
秀特质给予了画面传统
的宁静。这种没有叙事却
蕴含着浓浓诉说的场景
全是绘画的诗意 . . . . . .由宏
大题材到内心写照，水墨
语言的进一步探索和贴
近自身生活的亲切，让孟
祥军在表达上变得更加
自如，不受牵绊，也给观
者带来了一种清新、熟悉
的生命活力。

除却每天的创作，
孟祥军还喜欢阅读，并
在 闲 暇时间 里 坚 持 健
身，安逸的生活和内心
的坚韧让他的艺术不断
地转换和思考。他坚持
艺术的梦想，并在每一
次被认可和肯定的微光
里持续前行，正如山东
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研
究生导师宋丰光所说：

“他在探索与否定中寻
找着自己的表现语言，
有愉悦也有伤感，但他
的可贵之处在于对生活
与艺术有一种坚忍不拔
的韧劲，用彩与墨诉说
着对生活的感受，抒发
着个人内心的情与思，
诠释着现代与传统文化
的承前与继后。”（贾佳）

山东宁阳人。山
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美术学研究生，中国
美术家协会会员，山
东省美术家协会会
员，山东工艺美术家
协会理事，山东师范
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
师，山东电视台特邀
撰稿，济南拍卖总公
司书画鉴定师。

孟祥军

▲画室初语 盛世华章

▲秋水

艺博会崛起
——— 学术、交易、论坛一个都不能少

近年来，在全球经济环境不景气的情况
下，艺博会的发展逆势而发，成为推动全球
艺术市场的重要力量。作为艺术品显示商品
属性的主要交易平台，艺博会成为艺术家、
艺术机构和艺术品直接面向大众传播的有
效方式，为艺术的发展与交易发挥着不可取
代的作用。山东作为书画艺术品的主要集散
地，一直是书画艺术最为活跃的地区。随着
山东文化艺术的繁荣和大众艺术节的积极
开展，书画艺术博览会也异军突起，这不仅
活跃了山东书画市场，也为中国书画艺术品
市场的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此期我
们针对山东的艺术博览会崛起这一专题，共
同探讨艺博会的发展现状。

■媒体策划艺博会相对激增，

低价艺术品开启“平民时代”

在我省有个特别的现象，报纸、杂志、电
视台等各种媒体连续推出艺术品博览会，
数量相对激增。媒体举办艺博会有其强大
宣传优势，可迅速在行业内取得较高关注
度和影响力。比如：作为大众艺术节系列
活动的“中国书画名家精品博览交易会”
便是由山东省文联和本报主办，该艺博会通
过报纸、网站和展览的统一宣传，势不可挡，
至今已成功举办四届，备受艺术家和艺术机
构的青睐。此外，此博览会中的“现场交易
展区”亮点纷呈，展览作品地域鲜明，题
材喜闻乐见，价格低廉，不仅成为了艺博会
的一大特色，也为推动艺术品收藏走向
“平民”时代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低价
艺术品带动消费收藏的现象，成功验证了
艺术品市场在经历收藏、投资的发展阶段
后，艺术品消费成为支撑艺术市场持久健
康发展的动力。

■开放性、青年化特征明显，

学术掌控下走“务实路线”

山东省的艺博会在立足山东、注重本土
艺术名家的推广之余，也开始关注北京、
河南、河北、西安、湖北、湖南、南京等

艺术氛围浓郁的省市中作品层次较高的艺
术家。通过长期的宣传和展览交流，这些艺
术家已经凭借自身丰厚的艺术底蕴和纯熟
的技艺被人们所熟知，并随着作品流通速
度和市场成交量的明显增加，润格逐渐攀
升，相信这除了体现青年艺术家的作品优
秀和艺术市场回暖之外，主流媒体的宣传和
推广作用也不容忽视。此外，艺术家的青年
化特征也日益明显，新的作品面貌和艺术语
言的频繁登场，为山东艺博会带来了新鲜血
液。藏家的持续问津和关注不但让青年艺术
家 的书画 作 品 成 为 投 资收藏 的 “ 潜 力
股”，也刺激了主办方在坚持学术的原则
下，挖掘藏家兴趣点，不断发掘新的投资
收藏对象，并在保证一线艺术家参与的同
时，吸纳潜力艺术家，向艺博会的“务实
路线”出发。

■艺博会发展良莠不齐，

论坛机制推动书画市场健康发展

随着博览会产业的如火如荼，有些艺术
品博览会也暴露了几点不容忽视的隐忧：首
先，博览会层次良莠不齐，同质化现象日益
加重；其次，学术把控能力不强。缺乏学术主
持的艺博会，出现了低端化、展卖化的倾向。
再次，系统策划与组织水平不够，运作能
力急待加强，投入渠道也需要不断多元
化。不过，有些博览会主办方也早早意识
到这一问题，新的博览会配套机制也随之出
现，如去年由山东省文联和本报主办的“学
术·市场·责任——— 书画市场健康发展论
坛”，则是汇聚了文化、艺术、金融各界的众
多人士，针对当下书画艺术品市场发展走
势，艺术品市场价值如何与艺术价值实现均
衡发展，及艺术机构如何推动艺术品市场
健康、理性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辩论，
并提出了加强自律、各尽其责、协调互
补，共同推动艺术市场繁荣发展的发展方
向。这是山东首个针对书画艺术市场的健康
发展提出的大型论坛活动，也是媒体、艺术
家和艺术机构共同探寻艺术市场发展走向
的切实之举。

知名艺术策展人贾廷峰

优秀的艺博会，学术永远是第
一位的。如果一个艺博会要持久经
营下去，就要变得更加的专业化和
系统化，首先需要专业的独立策展
人和从业团队的专业素养。因为专
业素养的具备是博览会能否吸引
优秀艺术家的主要因素，也是博览
会能否越走越远的关键所在。一个
艺博会从挑选艺术家、举办展览、
宣传推广到作品交易，所有环节无
一不与相关人员的专业素质挂钩。
其次，学术性不强的作品也让藏家

对艺术品本身失去了兴趣。对靠艺
术说话的画家群体而言，唯有耐得
住寂寞用心作画，才能作出好画。
万万不可一年赚完一辈子的钱，杀
鸡取卵式地发掘自己的作品市场。
如若真到那一天，谁还会关注你在
画什么？当一个靠艺术来发声的
人，失掉了人们对其艺术的关注，
岂不是最令人可叹、可悲？由此可
见，学术是一个艺术家、一个展览
或者一个艺术机构始终要把握的
发展主线。侧重学术并不是排斥商
业，而是要坚持好自己的取向和原
则。

学术是第一位的！

雅昌艺术网高级分析师、频道主编裴刚

显现和提升真正有价值的艺术
品，清晰行业的运营资质，提升自身
的管理和服务建立学术和进入门
槛，是提升山东艺博会行业整体形
象和市场竞争力的必然选择。除了
根据本土和区域的现实情景来形成
有品质的博览会运营模式外，未来
博览会的发展方向便是打破单一的
价值取向，引进学术研讨，让批评的
声音走进来。经营艺博会不是“一招
鲜，吃遍天”，也不是停滞，这是博览
会建立进入门槛，引进学术研讨，媒

体批评监督机制的意义所在。当然，
这个市场长期形成的以名头和身份
为单一价值判断的壁垒，不是一次
博览会能够解决的。但是能够看到
这些弊病，并通过和一级市场的运
营者共同发力，尽快建立新的艺术
品价值判断体系和模式，却是行内
有识之士共同希冀的；期待主办方
能够在艺博会不断扩大发展规模、
建立学术机制的同时，更加积极挖
掘潜心创作的优秀艺术家，并为他
们提供更好的创作环境，为书画这
门古老艺术能够更好地发展做出有
效的尝试。

让批评的声音进来！

针对此次专题，我们采访了知名艺术策展人贾廷峰和雅昌艺术网高级分析师、
频道主编裴刚，就山东书画市场的博览会现象、博览会的学术性与商业性的结合、艺
术品博览会的未来发展方向等问题展开分析，相信在他们的精彩论点中，会为山东
的书画艺术市场繁荣找到更加清晰的发展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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