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周艺事盘点

本报记者 霍晓蕙

上周，省城济南的艺术展
览仍然以中小型展览为主，其
中在山东师范大学美术馆举
办的“拓展——— 学院艺术探
索”油画展览最具有代表性。
本周，“十艺节”系列美展《探
寻的脚步》、“微云起泰山”曾
来德书法展将先后在山东博
物馆举办。

本报3月25日C14版齐鲁
鉴赏专刊“艺海钩沉”栏目《人
生短 艺术长——— 于希宁先
生二三事》一文所配插图“梅
花图”，经专家及于希宁先生
亲属鉴定为赝品伪作。该图来
源于网络。特此更正并真诚致
歉。

古兵器材质大多为铜、铁、钢
等，由于历史悠久，再加上很多埋
存于土壤之中，出土后往往会锈迹
斑斑，甚至出现破损，历来是古兵
器爱好者较为头疼的事情。那么，
该如何来养护和保存呢？专家艾春
海表示，刀剑的正确使用和保养尤
为重要。古兵器放置在刀鞘内久
了，终究会慢慢出现一层薄薄的氧
化层，这层氧化膜若是不除去，将
会日渐恶化为深层的锈蚀。因此，
藏家拿到一把古兵器，需要进行必
要的除锈工作，每隔一段时间就得
对古兵器进行保养。

对于古兵器的清理，类似打粉
除锈、上油防锈的例行工作不能免
除。必要时清洗刀剑身可选用汽
油，清洗干净后再上防锈油。具体

步骤为：一是清洗，以纯棉毛巾布、
绒布或鹿皮擦去刀剑身上灰尘，再
以棉纱沾少许拭剑油涂抹器身。三
分钟后以原棉布用力擦拭，持续2
至3刻钟，去除刃面杂质所起化学
变化。这一步务必专心，以避免被
割伤或戳伤。二是盘剑，在桌上垫
长条毛巾，将刀剑身平放其上，以布
或皮包裹一小木块在刃面上用力来
回盘擦使其微微发热。三是打粉，随
后再加少许拭剑粉继续盘擦，可以
去除刮痕及增加剑身毛细孔的收缩
速度。四是上防锈油，如果不是每天
保养，刀剑归鞘前需涂上一层薄薄
的防锈油，以避免与空气接触。如果
是每日保养，则不需上油。

此外，古兵器的保存同样需要
用心。一般刀剑多以“合鞘”存放，

但若鞘身为皮革等经化学处理过
的材质，最好与剑身分开。存放在
控温、除湿的金属柜中是最好的，
一般的铁柜也可以，而木柜、盒水
分比较多，容易让刀剑生锈。总之，
温度以25至28度之间为合适。刀剑
若无暇经常玩赏或保养，亦应随时
翻动，以免刃身与鞘粘连。如果刀
剑挂在墙上，也是别致典雅的装
饰。怎么挂没有标准，但在卧房、厨
房、厕所就不妥，因为容易让刀剑
老化。很多藏家会将刀剑摆在刀剑
架上，一则可供观瞻，二则方便取
出玩赏，三则可摆之于相关位置，
以为避邪、镇宅之用。所谓“卧刀立
剑”，指刀要横卧于刀架上，剑则需
立于剑架中。

（叶莉）

格艺海钩沉

更正

山东省美术家协会油画
艺委会副主任、山东省当代油
画院理事潘士强的作品，近日
被美国洛克菲勒家族旗下的
罗斯洛克文化艺术集团收藏。
此次被收藏的潘士强作品《爱
的法则是相通的》、《做个内心
微笑的人》，出自他近年来创
作的“白日梦”系列作品。潘士
强近年来创作了一百多幅“白
日梦”系列作品，用丰富多彩
的幻想、出人意料的构图、大
胆奔放的色彩，为作品注入思
想和情感内涵，亦真亦幻，抒
发人生感悟。年内，潘士强还
将在北京举办“白日梦”系列
画展。

潘士强油画

“白日梦”被收藏

4月1日，在文化东路的山
东师范大学美术馆，展出了一
场名为“拓展——— 学院艺术探
索”的油画展览。展厅不大，展
出的却都是全国著名油画家
的作品，如孙为民、戴士和、张
祖英、忻东旺、阎平、王克举、
贾涤非、岳海涛等。

展出的油画风格各异，
但最吸引记者的是阎平的花
卉和岳海涛的戏曲人物。阎
平的作品色彩明艳豪放又不
乏细腻，带来视觉冲击力的
同时给人以温情的感受。岳
海涛用油画的方式来描绘他
喜爱的京剧国粹，表达他对
中西艺术的思考。近10幅戏
曲人物神形各异，使人仿佛
置身于戏曲舞台。此次展览
的策展人陈凯介绍，学院派
出身的岳海涛教授从小酷爱
戏曲和绘画，近些年尝试将
两种艺术结合，在油画中体
现东方文化内涵，形成了自
己的特点，受到业界关注。

展览还展出了王少伦的
《赶集归来》、张祖英的油画肖
像、朱刚的写实人物等。本次
展览为期10天，免费向公众开
放。

“拓展——— 学院艺术探索”

油画展

▲岳海涛油画戏曲人物

收藏古兵器：养护很关键

热情风趣

是个天生的乐天派

在省城老画家群中，我对张
彦青先生的称呼最为别致，管他
叫张叔，这是从张叔叔简称而来
的。因为他比我岳父王凤年先生
(注：已故著名工笔画家)年龄小，
且走动较为紧密；黑伯龙先生与
我岳父也很熟，解放前还曾经是
南华艺术学院的同事，但我与黑
先生打交道少，所以我从众叫他
黑老，黑老叫我爷们儿。张叔有
时也好叫我爷们儿，老济南特别
是老济南的回族上下辈男子互
称对方为爷们儿。张叔是临清
人，那里回族亦多，不知是不是
因此也兴叫这个？现在无法向他
请教了，叫爷们儿，里面透着亲
切。

在一次省级救灾公益笔会
上，张彦青先生为了多画几张，画
起了花卉，我是第一次看到，他画
的是芙蓉花，我说是第一次见，张
老 说 你 张 叔 这 叫 梅 兰 芳 唱 小
生——— 反串，爷们儿你是大姑娘
坐轿——— 头一回，那天他是如此
快活并忙碌着。他的热情与风趣，
深深感染了在场的人。大家知道，
凡是在山东重大社会公益活动
中，总少不了张先生的身影和他
的作品。

老画家王企华先生晚年与张
彦青先生经常一块参加社会书画
活动，王老不善言辞，一口南方话
一般人也听不明白；而张老是天
生的乐天派，豪爽健谈，被王先生
誉为美术界的代言人。张先生讲
话，极有特色，有邀即讲，一讲就
激动，一激动就不免多讲几句，多
讲就难免走题跑调，一走题就难
免引来一些善意的笑声，但是有
了笑声，往往气氛人气就上来了，
出现了求之不得的效果。最为了
不起的是，张先生能自圆其说，在
绕一个大圈子后，又回到讲话的
正题上来。早年某书画院成立大
会，请张先生讲话，他在称赞书画
院人数众多、力量雄厚时说，你们
现在是人多马壮，啊，牲畜满院，
人丁兴旺，啊，了不起！大家笑了，
张老说这是人多力量大、事业繁
荣兴旺的意思，大家听了张彦青
先生这相当给力相当有意思的讲
话，都报以相当热烈的掌声。

豪爽健谈

充满浓浓的人情味

再说他晚年的讲话。在他辞世
的前一年，他在王凤年先生作品展

开幕式上讲话，神采焕发。那天一共
有四位发言，张业法先生代表省文
联，张志民先生代表美术界，张先生
代表老书画家讲话，巧合三位姓张
的凑在一起，一位画界老人说，这开
幕式真的是开大张了！果然，不到五
月的天，气温竟达到了30度，火热得
很！其中火热的一个原因，是张彦青
先生的讲话，他脱稿而谈，大谈王老
的艺术成就、人品道德，如数家珍，
妙语连珠。

张彦青先生回顾了他在上世纪
50年代就认识了王老，说第一次见，
“是他(指王老)到省博见吴天墀，吴
老对我说，他是画工笔画的。王老是
京华美院毕业，我也考上了，没上。
王老在北京参加了北平国画研究
会，会长是周养庵，影响很大。他的
老师汪慎生，也是我的老师，他的同
学，也是我的同学、朋友，所以就熟
了。认识以后，他家的东西我没少
吃，这几年走不动了，我不去了。晚
年王老还来看我，他爬上我住的高
楼，气喘吁吁的……这么多年来，我
们是画友，也是好朋友。”

“王老这一辈人，还有吴光宇、
吴一舸、刘凌沧、王叔晖、任率英等
等。王老虽在山东，但比起他们绝不
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绝无

贬低那些全国著名的老画家之意。
从王老出的画集看，就事论事，这还
不是盖棺定论，因为王老还在创作，
还在发展，王老是传统功夫，是了不
起的！他的作品里宫室、园林、建筑，
都有透视，丰富了老一代的画法，这
就是创新。王老不仅是山东的工笔
画泰斗，在全国也是闻名的，我在这
里不是故意吹捧，王老的东西是一
定传世的……”张彦青先生这番高
度评价王老的话，与其在六年前王
老作品集首发式上他的讲话基调是
一致的，所以尽管张先生不拿讲稿，
这是他心中形成已久的认识，是不
需要照本宣科的。此前张先生曾对
我说过，王老取得这样的成绩很不
容易，开幕式的时候，只要在济南一
定参加，而且张先生主动表示一定
讲话，非讲不行！

后来，我发现张彦青先生讲话
气短，出现气力不足的现象，我问他
身体有没有问题，他并不在意，只说
是年纪大了。听说他不喜欢看医生，
尽管他是享受离休医疗待遇的。在
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才因心脏
病住进医院。

热爱生活

收藏各式各样的手杖

张彦青先生热爱生活，好收藏
手杖，家里有各式各样的手杖。他在
生命的最后阶段，将自己的许多书
画作品捐给了他的家乡，建立了张
彦青艺术馆。我曾问他还捐了什么，
他说“连棍棒缭乱全都缴械了”，指
的就是他收藏的那些手杖。在他走
后，我曾前往临清参观，张彦青先生
艺术馆与先后建立的张自忠将军纪
念馆、季羡林先生资料馆三足鼎立，
生前他们为养育了自己的家乡赢得
了荣誉，身后家乡人民也深切地怀
念他们并以此而自豪。

张彦青先生提携扶植、关心
帮助年轻人在艺术道路上成长，
称得上用心良苦，在画界众口皆
碑。我记得在广庭大众面前，有
一次他对我说，爷们儿你替张叔
写个词，我这字不行，还对身边
的人解说，他的字写得好，这是
山大专门教书法的教授……我
虽然未能从命，但是张先生是真
心地宣传你，绝非逢场作秀。画
家张宝珠也遇到过类似的情景，
谈及此事，宝珠兄说，这是张彦
青先生在提携咱们年轻人哪！

张叔！当您在世的时候我未
曾叫您一声爷们儿，现在我想对
您说：爷们儿，您就在天堂好好安
息吧，我们都想着您，发愤努力，
报答您的提携和冀望！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教授，
书法家）

他曾如此快乐并忙碌着
回忆画家张彦青先生
俞黎华

张彦青先生 ( 1 9 18—

2007)，山东临清人，著名山

水画家。生前他有N多社会

名衔儿，我最记得的是山

东艺术学院教授，因为山

艺给他发工资。

张先生讲话，极有特

色，有邀即讲，一讲就激

动，一激动就不免多讲几

句，多讲就难免走题跑调，

一走题就难免引来一些善

意的笑声，但是有了笑声，

往往气氛人气就上来了，

出现了求之不得的效果。

最为了不起的是，张先生

能自圆其说，在绕一个大

圈子后，又回到讲话的正

题上来。

▲张彦青先生（中间站立者）生前在画展上讲话。

▲作者(右)与张彦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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