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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那哈哈的笑声仍在耳边
——— 回忆画家黑伯龙先生

随着“十艺节”的临近，省
内各种艺术活动都冠以“迎十
艺”的主题，显示出我省对这
场全国性艺术盛宴的热情和
期待。

“全国优秀美展”

海报选定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全国
优秀美术作品展览海报征集
活动日前进行了评选，在全国
各地设计者的59幅应征作品
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应征设
计的2幅(1套)作品入选，河南等
地设计的10幅应征作品入围。
入选海报印刷后，将分发到全
国各省市文化单位张贴。

泰山美术馆

即将开馆

筹备15年之久，泰山美术
馆将于5月19日正式开馆，届
时将推出“五岳之尊——— 中国
山水画大家画泰山启动会”、

“微云起泰山——— 曾来德书画
艺术山东九城市巡展总结
展”、泰山美术馆馆藏展、西沐
博士主讲的艺术品收藏与投
资论坛等活动。美术馆艺术沙
龙同时启用。

丁建元《读画记》出版

丁建元著《读画记》日前
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发行，作者用独特的视角和生
动细腻的语言，解读世界名
画，品味画中那些疯狂或忧伤
的美。丁建元现为山东友谊出
版社总编辑，业余时间从事散
文创作，近十年来研读油画。

“灵羽拂石”小品展

“灵羽拂石”孙万灵、樊磊
花鸟画小品展5月1日至6月1

日在位于新世界商城三楼的
“过雅斋”举行，展出两位花鸟
画家精致小品三十余幅。孙万
灵，现为山东轻工业学院艺术
学院副教授、中国书画研究所
所长。樊磊，现为大众报业集
团山东新闻书画院策划总监、
新闻美术馆副总经理。两位画
家均为山东艺术学院花鸟画
方向艺术硕士。

“清风徐来”名家

邀请展启动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
年，由中国水墨艺术研究院、
中国国画院联合主办的“清风
徐来”名家书画北京上海南昌
长沙邀请巡回展日前启动征
稿，将于6月份开始巡展。这次
共邀请全国一百位知名书画
艺术家，其中多为中青年实力
派书画家，包括二十位将军的
作品。

古家具收藏展启幕

位于济南舜耕路南首的
燕翼坊古家具馆，日前推出传
统经典古家具收藏展，展出收
藏家宋学海多年来收藏的明
清民国年间床榻、门扇、隔扇、
屏风、桌椅等精品老家具数十
件。材质以软木为主，充分体
现收藏家的集藏理念——— 体
味历史沧桑感，梳理传统家具
文脉。展品均系完整大件作
品，以苏浙、广东、福建古家具
为主。

“五月风”扇面展

由大众报业集团山东新
闻书画院和济南市青联共同
主办的“五月风——— 山东省青
年名家扇面展”将于5月16日
至22日在山东新闻美术馆举
办，参展的13位青年画家是魏
庆立、林兵、孙夕朝、孙万灵、韦
国、刘仲原、樊磊、李民、韩斌、
吴疆、马斌、孙文韬、韩宏宇。

俞黎华

我见过黑伯龙先生(1915-
1989,山东临清人)次数无多，大概
是三次，但印象都很深刻。

第一次是上世纪 70年代中
期，在南门升官街岳父家，时值中
午，家里来了一位胖老头，头圆圆
的，说起话来，每句话后边几乎都
是哈哈，那哈哈的长短，似乎就是
逗号和句号。说完话，家人留他吃
饭，他不肯，走出门外，还传来哈
哈的笑声。那人走后，我问来人是
谁，才知这就是黑伯龙先生，当时
他的大名，早就如雷贯耳。

再次到黑伯龙先生家去，距
上次见面不久，是代替岳父王凤
年先生向黑先生打听一件事。那
时没有家庭电话，否则几分钟就
能搞定，但是那样也就没有了下
面这样的故事———

那时黑先生住在上新街南首
路西一个长方形的大杂院里，他
住在后院的北屋里，进门迎面就
是一张八仙桌子，黑先生就坐在
旁边的椅子上，似乎是在等我的
到来。问完事，我就准备告辞，黑
先生说，“爷们儿，先别走，头一回
来，我给你画张画。”黑先生是回
民，大小辈之间的男子，乃至老济
南人都可以互称爷们儿。现在想
来，黑先生绝对是场面人，不想让
你空着手回去，再则还有老岳的
面子。谁知黑先生还会告别“有
礼”，我便脱口而出“俺不要”这般
毫无道理之语，连“老爷们儿俺就
不麻烦你了”这样张嘴就来的客
套话都没说出来。现在想来，“俺
不要”，在当下许多人会以为———

不识相——— 没礼貌——— 大傻冒。
第三次见黑伯龙先生，是他

到山大讲演，地点是在老校一号
楼，范围是山大书画院成员以及
部分书画爱好者，时间忘了。黑先
生讲的内容记忆中有两点：他非
常推崇马远、夏圭，佩服之情溢于
言表。再一个就是他说和我们不
外，是校友。这是源于上世纪50年
代初期，黑先生是“华大”的人，其
后合并于山东大学。

我了解黑伯龙先生，最主要
的是看他的画和听各色人物对他
的评说。

黑伯龙先生的山水画，出手

不凡，是真正的大写意，写自己胸
中的丘壑，笔墨苍辣，恢闳纵横，
黑先生喜欢用水墨，绝少用色。往
往寥寥几笔，神完气足，格调高
雅，古意盎然。有人认为黑先生的
画，怎么看都看不出时代气息，怎
么看都像古人所画。听说还有人
建议他在画面上画几个电线杆，
或插上几面红旗点缀，不知黑先
生作何感想，也许听了以后依旧
哈哈大笑、依旧我行我素，反正我
不曾见过他“从良”。

我以为，中国的书画艺术，不
宜简单地讲创新，有些所谓创新，
都是对前人东西的翻版或改进。谁

人能写出与古人一模一样的书画
作品？学习中国传统的书画艺术，
临古是不二法门，有的人临古的功
夫太好了，遮掩了自己的东西，这
也是事实，我无法问及黑先生，他
究竟是不想创新而甘于守正，还是
已有黑家山水模样，后来人有所不
知。我只想对黑先生说，无论在哪
里，您的山水画一眼就能认出来，
因为不同一般。假如黑先生九泉之
下闻之，可能会说，当年不要我画
的爷们儿，还真该给他画张画哩！

黑伯龙先生的画，他自己并
不自珍。上世纪80年代，有一些人
向他索画、换画，都很容易得手。
有一个司机，当年经常帮助黑先
生的老伴进出医院，提供用车方
便，在当时私家车不够普及的年
代，方向盘的功能是万能的。黑先
生作为答谢，给那位司机先后送
了不少画。

众所周知，黑伯龙先生也是
著名的“玩家”，他爱玩草虫(济南
人叫蛐蛐)，他自己逮不了，所以
一只像样的蛐蛐拿去可以换他的
画，甚至是几张。在黑先生眼里，
反正都是玩，乐此不疲。一次他用
画换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养蛐蛐的
罐子，黑先生一连几天，逢人便
说，那天是他最高兴的一天。

世间事，都是玩，有的人就能
不仅不玩物丧志，而且玩出学问，
像京城的王世襄先生；而且玩，也
有高低雅俗之分，像黑伯龙先生
就是。黑先生玩蛐蛐，不是为了观
赏角逐厮杀，而是观其形，聆其
声，静中取乐是也。

黑伯龙先生生性旷达，逢遇
不平之事总要斥责，甚至是痛骂，
观其书画信此不诬也。据说黑先
生去世前，就是在公共汽车上犯
的病，当时也是因为胸中块垒未
消，他的辞世，是许多人所想不到
的。1989年元月，我代王凤年先生
为黑老撰写了挽联，联曰：烟云迷
离万里青山凝碧血，音容宛在几
多飞流作哭声。我想，他应该再活
上十年二十年的，就能看到他的
黑家山水的价值，我深信，到那时
他那哈哈的笑声更具感染力和穿
透力了。

竹雕历史悠久、雕刻工艺精
湛以及方便使用和保存，成为人
们欣赏的艺术瑰宝，在近几年的
古玩收藏市场逐渐受到重视，收
藏价值也在节节攀升。

获藏界青睐

在一些大型收藏品市场可寻
到具有收藏价值的竹雕器件，其
中明清时代的品类较常见。文房
类有竹筒、竹笔杆等，赏器类则有
各式摆件雕像、对联等，生活类的
则包括鸟笼、提篮等。多位经营竹
雕的古玩商透露，去年至今，收集
竹雕的藏友逐渐增多，更有人专
门收集出自名师之手、品相好、工
艺精的尖货。

除了其材质“虚心”、“劲节”
的特点与古人精神上的契合外，
其历史悠久、雕刻工艺精湛以及
方便使用和保存，也是受古今收
藏者欢迎的重要原因。

据史料记载，竹雕在六朝时
期就成为艺术品，到了唐宋，竹雕
工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真正
繁盛起来是在明清。此时，绘画艺
术融入竹雕艺术中，花鸟、山水、
书法成为竹雕艺术家常用的题
材，大量的文房用具，如笔筒、臂
搁、香筒、镇纸、笔洗等采用竹材

雕制，另外还出现了供欣赏把玩
的摆件，如人物雕像、小型楼阁、
壁挂、如意等。

派别与传承

竹雕艺术的发展使大量艺术
家涌现出来，并形成了史上有名
的嘉定派、金陵派(即今上海嘉定
县和南京市两地)。

嘉定派的创始人朱鹤，不仅
其本人有传世之名，其子朱缨、其
孙朱稚征都是著名竹雕艺术家。
嘉定派竹雕清中期进入全盛，很
多竹雕高手都出自嘉定门下，有
影响的竹刻家就有几十人之多，其
中著名的有吴之蕃、周澈、封锡爵、
封锡禄、封锡璋、施天章、张希黄等，
嘉定也因此被称为“竹刻之乡”。

金陵派创始人为濮澄，主要
活动于明万历至崇祯时期。他的
技法特点是不追求精雕细琢，只
就竹材的天然形态稍加凿磨，所
以当时人称“大璞不斫”。金陵派
竹雕的代表人物还有潘西风、邓
渭等人。江苏无锡、常州竹刻，浙
江浦江竹根雕，安徽合肥竹雕，福
建漳州竹雕，广西桂林竹雕等也
都各具特色。

竹刻技法除了浮雕、透雕、圆
雕之外，特别值得介绍的是留青

竹刻。所谓留青，就是在带有竹皮
的材料上用平雕技法雕刻，但图
案是由留下的竹皮部分构成。竹
皮青且坚硬，经过年久把玩之后，
莹润光洁，年代越久颜色越深，图
案也越清晰，手感越好，所以很受
藏家欢迎。

升值潜力大

从目前古玩市场的行情看，
一件清代竹雕笔筒，价格一般在
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相比瓷器
的价格，还是比较低廉的。但瓷器
的价格已经相对稳定，而竹雕却
处于上升趋势，长远地看，还有较
大的升值空间。

业内人士称，竹雕器件的收
藏价值和增值状况，受雕工的工

艺水准、竹雕品相以及制作者和
作品题材的稀缺与否等因素影响
最大。初入行者，在选购时需懂得
一定技巧。

一是看其质地。如明清时期
的作品，多用生长2-4年的竹子，
其纹理结构细密、老嫩适中，所制
之物光润、平整。

二是观其款式。行家称，明清
时期的竹雕大师，在其作品上题
名者甚少，且真款刻制自然流畅，
秀中有骨，刚而不板，突出自我风
格，无矫揉造作之感。

三是留意其色泽。通常作品
的年代越久远，器件表面的颜色也
就越深，这多是被人们把玩摩擦的
缘故。行家透露，明代作品多呈暗
红色，清代竹雕则多为灰褐色。

(深特)

格艺海钩沉
一周艺事盘点
本报记者 霍晓蕙

竹雕艺术品走红

清竹雕竹林七贤笔筒

黑伯龙山水画

书画拍卖会上，本文作者在
黑伯龙先生作品前留影。

清竹雕饕餮纹提梁执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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