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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介祺诞辰二百周年
纪念专场拍品征集

（本报讯） 2013年，适逢陈
介祺先生诞辰二百周年，山东恒
昌拍卖有限公司将隆重推出《金
石相契——— 陈介祺诞辰二百周
年纪念专场》，拍品主要包括陈
介祺书法作品、金石藏品、藏拓、
信札、书籍等 ,以及陈氏家族陈
官俊、陈厚滋、陈阜，和陈介祺金
石至交吴大澄、潘祖荫、罗振玉、
吴式芬、吴重熹、刘喜海、李佐
贤、吴云、王懿荣、阮元、翟云升、
张廷济、鲍康、许瀚、王筠、许梿、
何绍基、徐同柏、叶志诜、何昆
玉、王石经、郭麐等人作品。

清代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
为中国近代颇具盛誉的金石学
巨擘,将毕生精力倾注在金石收
藏鉴赏中。目前，此次诞辰二百
周年纪念专场的拍品征集工作
仍在进行中，希望各界藏友共同
参与。

“顾平中国画展山东行”(东营
站)7日亮相黄河美术馆

（本报讯） 由中共东营市
委宣传部、东营市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局主办，东营黄河美术馆、
东 营 文 宝 斋 承 办 的“ 逍 遥 山
水——— 顾平中国画展山东行”，
将于9月7日—10日在东营黄河
美术馆举办。此次展览是继8月
20日在青州、潍坊成功举办之后
的第三站，将展出顾平近期创作
的山水、人物画、书法作品近百
幅，规模宏大。据悉，此展也是此
次“逍遥山水——— 顾平中国画展
山东行”的最后一站。

顾平，1960年生，祖籍江苏
南通,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民盟
中央美术院理事，中国美术家协
会会员，曾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传媒与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孙文铎画展暨“大红袍”
首发仪式成功举办

（本报讯） 8月25日—27

日，“抱朴守拙·大气晚成——— 孙
文铎水墨画展暨‘大红袍’画集
首发仪式”在山东大厦美术馆成
功举办。此次展览共展出孙文铎
先生历年来精心写生与创作的
一百余幅山水作品，笔下山水烟
雾溟濛，空朦灵秀，脉络相循，作
品中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表
现出作者崇尚自然的人文情怀，
力追“夺胎古人，而欲变其目”，
是艺术家多年内涵修为以及对
艺术独特视角与功力的表现。

孙文铎，现为中国美术家协
会会员、吉林省文联艺术委员会
委员、吉林省美术家协会顾问、
吉林省画院专职画家，国家一级
美术师。作品曾入选第四届、第
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全
国美展。

淄博大红门美术馆揭牌仪式
明日举行

（本报讯） 大红门美术馆
揭牌仪式将于明日上午十点隆
重举行。大红门美术馆坐落于淄
博，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内设8

个画家工作室，2个展厅，陈设古
朴，典雅大方，是我省一座以收
藏、研究、推广、展示近现代及当
代艺术家作品为重点，并尝试建
立系统完备、运营模式灵活的民
营美术馆。据悉，大红门美术馆
官方网展也于近日上线，美术馆
将通过网络手段把美术馆的诸
多功能和信息资源予以发布，为
社会公众对大红门美术馆的了
解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

《马素贞花鸟画集》面世

格文房四宝

四四大大名名砚砚鉴鉴别别技技巧巧
所谓“四大名砚”，最早见于

北宋苏易简所著《砚谱》，他认
为：“砚有四十余品，以青州红丝
石为第一，端州斧柯山石为第
二，歙州龙尾石为第三，甘肃洮
河石为第四。”这四种石在宋代
名气最大，后因红丝石原料枯
竭，后人又通过使用和欣赏得出
结论，确立了以端砚为首的主要
地位。因此，“四大名砚”最终改
为广东肇庆的端砚、安徽歙县的
歙砚、甘肃洮州的洮河砚、山西
绛县的澄泥砚。

在造假技术日益发达的今
天，要真正鉴别出“四大名砚”不
是易事，尤其一些古代名砚因时
代久远石质被风化，包浆以及墨
渍锈痕深，有的古砚砚堂甚至被
磨成凹槽，辨别起来较为困难。
但是，只要仔细认真、耐心地去

“品尝”它的特点，照样能辨别材
质的优劣。

首先，看石色辨别。用一条
绒布蘸水后在砚池或砚堂上轻

轻擦拭，沉积的墨锈慢慢地被抹
去，自然会露出原石的石色。端
石大致有三种石色，一是紫色、
绿色和白色，可以观察到老坑砚
石色彩斑澜、富有变化；歙砚大
体呈黑色、墨绿色，有天然生成
的纹理；洮河砚总体上呈墨绿、
碧绿、辉绿、翠绿、淡绿、灰绿等
色相；澄泥砚以朱砂红、鳝鱼黄
最为名贵，总体呈黄色和土黄
色。

其次，看品种、石质。一般来
说，端砚常见的有鱼脑冻、荡青
花、蕉叶白、天青、翡翠、金星点、
水纹、金钱线和石眼等品种，重
量较歙石砚偏轻，纹理清晰、明
净，手感细腻，这与砚石的形成
结构有关系；歙石与洮河石结构
密实，浑厚而细腻，歙砚以金星、
眉子、细罗纹、水浪纹等天然生
成的纹理区分，具有“残墨入水
一濯即莹洁，焕然如新”的特点；
而洮河砚总体特征是多呈现黄
膘水纹，如浪似云，手感显得坚

而硬，即使在经常磨擦的砚面和
砚底部位，也相对光洁；澄泥砚
由泥陶配烧而成，这类砚台与
端、歙、洮有本质性的区别，其硬
度不高，只要用雕刻刀在砚背上
铲几刀就能辨别石质的优劣了。

第三，看雕工。用雕工来辨
认古砚材质是一种最有效的方
法。由于端石、歙石、洮河石属泥
岩板页结构，硬度为0 . 3—0 . 4肖
氏左右，在雕刻时容易发挥制砚
者的技艺特长，所以，自唐以来，
端砚、歙砚、洮河砚的雕工是最
精细、细腻的。其中，传统的端砚
雕刻艺术，就重视“动”感和“线”

的表现，并注意处理好“动”与
“静”的和谐统一；而歙砚所属的
徽派素以精细见长，有浓厚的地
方风格，一般以浮雕浅刻为主，
不采用立体的镂空雕，但由于受
到砖雕的影响，之间也会出现深
刀雕刻；洮河砚雕刻使用浮雕和
透雕两种技法。透雕是在浮雕的
基础上镂空其背景部分，这是洮
砚雕刻艺术中最具特色的技艺，
真实感、立体感很强。当然，澄泥
砚在雕刻方面就更容易上手了，
它十分注重图案和造型，雕刻形
式多样，色泽典雅秀丽，显得极
为古朴大方。

▲项元汴墨林山人抄手砚

由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马素贞花鸟画集》于近期问世，
本书内容涵盖了马素贞80幅花
鸟画作品，是其书画创作的心血
结晶。马素贞生于风光秀丽、艺
术氛围浓厚的青岛，青少年时期
受到中外文化的熏陶和影响，酷
爱绘画。建国初期，她毅然放弃
个人爱好，踏上了新闻战线，一
干就是四十多年，成为《大众日
报》一位资深的高级女编辑。

马素贞与绘画结缘，始于改
革开放初期。当时，许多专业画
家主动迈进媒体的大门，这为当
时担任《大众日报》文教部编辑
的她提供了接触和学习交友的
好机会。受到画家们的影响，她
忙里偷闲，开始不断临摹、创作，
为其绘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
外，她还自修了中国画函授大学
的美术专业教材，在学习和实践
中不断探索，将自己的情感注入
其中，使画面富有耐人寻味的意

境和内涵：她的花鸟画清新亮
丽，雅俗共赏。她笔下的牡丹构
图新颖、色彩淡雅、栩栩如生，既
有雍容华贵的仪态，又洋溢着国
色天香的风采。她的墨竹在清风
摇曳中挺拔向上，直插云霄。她
画的梅花傲雪幽香，葡萄晶莹剔
透，鸟儿灵动传神，不但是一种
美的享受，还会激发人们对美的
追求和对美的向往。

上世纪90年代初，她的作品
开始见于各种报章杂志，进入新
世纪以来，她多次参加省内书画
展览，参加“建国五十五周年全
国书画联展”获一等奖，“纪念邓
小平诞辰一百周年全国书画联
展”获金奖，2012年11月，齐鲁电
视台制作和播放《执著·成就·梦
想》的专题片，介绍其艺术成长
之路。现在，绘画已经成为她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马素贞矢
志不渝，将在绘画艺术之路上，
继续追逐美的旋律。(东野升珍)

马素贞，山东青岛人。《大众日报》高级编辑、山东省新
闻美术家协会会员。1958年步入新闻工作大门，任《临沂大
众》(《临沂日报》前身)记者、编辑；1963年调入大众日报社工
作，历任编辑、主任编辑、高级编辑。

▲富贵育天香 70x138cm 马素贞

“丹青行者——— 韩学中人物
画作品全国巡回展”淄博站近日
刚刚落下帷幕。本次巡展来到潍
坊、淄博两站后，受到山东藏家
追捧，体现出人们对工笔画的钟
情和喜爱，也体现出具有相当学
术水准和较为工细的艺术品在
全国市场，特别是山东市场的收
藏热度。

工笔画进入
创作、收藏繁荣时期

工笔画严紧细致，造型准
确，以形写神，既有传统的笔墨
基础，又有很强的时代特色。从
观赏角度看则雅俗共赏，通俗易
懂，深受大众喜爱。当下，工笔画
创作队伍的扩大、受欢迎程度的
增加，预示着这个历史悠久的画
种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
走向繁荣与复兴。

不仅如此，近年来在收藏
市场上工笔画的表现也令人刮
目相看，不仅一批批古代、近现
代画家的作品在国内外拍卖会
上拍出高价，当代工笔画作品
也颇受藏家关注，价格在保持
上涨的态势。据了解，不少画家
同时兼备工笔画和写意画的创
作功力，而一般其工笔画作品
的价格能达到写意画价格的2

至3倍左右。

将传统功力
与时代风格相结合

当下，如何让工笔画这一

古老艺术为世界人民接受，成
为中国美术界长期思考的问
题。同时，在各个学院、创作机
构中，也涌现出一大批凸显时
代特色和个人风格的优秀工笔
作品，将传统功力与时代风格
充分结合，显示出不俗的学术
功力。

这次全国巡回展中，画家
韩学中的作品充分运用传统工
笔画线描的特色与功能 ,巧妙把
握人物线条的情感节奏力度、

施墨赋色的质地情绪和布置关
系。同时，他还善于从生活中汲
取营养，在生活中获取创作素
材，描绘了许多以农民工、村民
为题材的作品。本次巡展中他
新近创作的惠安女系列，便是
其深入生活写生创作的优秀作
品之一。正是这种自然流畅，传
统结合时代的画风，获得了更
多藏家的喜爱。

对此，画家韩学中说，令我
感动的是，山东人民不仅热情

好客，还受深厚文化积淀的影
响，对知识、文化有着特别的崇
敬和尊重，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和发展有着自觉的责任，他们
更容易欣赏具有文化底蕴并结
合时代特征的作品，这在全国
艺术市场中是弥足珍贵的。

审美偏向
铸就工笔市场高地

韩学中全国巡展山东几站
陆续开展后，反响十分热烈。据
统计，北京、潍坊、淄博三站共
计销售额1000多万，其中，淄博
一站作品销售一空，可见在当
前稍显不景气的市场大环境
中，具有高学术水准的作品升
值空间依然很大。

韩学中作品的藏家宋先生
在接受采访时说，“近年来,社会
机制逐步趋于健康完善 ,人们逐
渐认识到艺术品的真正价值，并
在价格上体现出来。韩学中画面
中的女性细腻柔美，具有很深的
东方神韵，符合传统审美。此外，
工笔人物画就专业分析而言是
极具难度的，除了需要扎实的造
型能力，还需要有勤勉细致的心
智，处处能体现画家一丝不苟的
创作态度，因此能在市场中体现
出相应的价值。而山东市场特别
注重工笔画所蕴含的学术水准
和价值，向来偏好较工细的创
作，这次韩学中老师作品在山东
的走俏，正是有着高学术水准与
山东市场偏好等多重原因。”

（东野升珍）

▲线描头像之一 68x68cm 韩学中

格艺术导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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