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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山东大厦，迎面长廊的墙壁上，悬挂着
一幅《济南胜景图》，引得人们纷纷驻足观看。在
这幅长约6米、高约60厘米的巨幅画卷中，画家
不仅以大手笔展现了济南2000平方公里范围内
的自然景观，还用细腻的笔触刻画出丰富多彩
的民俗风情，营造了一个恢弘的精神境界，堪称
当代版的《清明上河图》。这幅民俗长卷的作者，
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漫画家协会副
主席兼秘书长泥土(泥宗峰)。

济南胜景展画卷

据泥土介绍，他利用7个月的所有业余时
间，一边查阅资料，构思框架，一边深入进行实
地写生，寻找灵感；反复多敲，几易其稿，终于在
秋天完成了《济南胜景图》。当作品彻底完成后，
他感觉自己仿佛只剩下一个空空的躯壳，精神
全部留在了作品之上。“凡是我去想并又去画
的，别人都想到了；我必须要做的是，以加倍的
辛劳去画。因好画是用手画出来的，而不是用嘴
说出来的，业余干这事，更是如此。”泥土说。

完成后的《济南胜景图》，取题于明崇祯十
三年《历城县志》刊发的“济南八景图”史料，又
索寻清末、民国初史图，落笔于清末济南市景，
全图兼工带写，设色柔润淡雅，用鸟瞰式全景法
构图，如一幅卷轴依次徐徐打开：锦屏春晓，佛
山赏菊，趵突腾空，白云雪霁，汇波晚照，历下秋
风，明湖泛舟，鹊华烟雨……融汇于这济南八景
之中的民宅和风土人情，是画家为丰富画卷重
重点下的灵魂之笔。

八景、民俗都如画

笔者反复看过《济南胜景图》，犹如品尝到
一杯滋味悠长的陈年美酒，回味无穷，感慨良
多，最突出的感觉有三点。

其一，场面宏大，内容丰富，主题突出，气息
畅通，动静结合，转换自如，这就使得作品有了
较大的历史价值和艺术风骨。

泥土是地地道道的济南人，从小对自然、社
会和人生有着强烈的探求欲望，济南的地理风
貌，潜意识中成为他骨骼的一部分，也坚实地支
撑起《济南胜景图》的大框架。于是，2000平方公
里的济南，被浓缩在了6米长的画卷上，而这长
卷表达的艺术意味、人文精神，又远远大于2000

平方公里。
在表现手法上，《济南胜景图》以马鞍山为

前景，采用“散点透视法”来展现整个城市的大
布局，南部巍峨迤逦的群山，北部咆哮流动的黄
河，中部腾空而起的泉群是整个画面的骨架，逐
步打开的第一景是城市东南的“锦屏春晓”，顺
山势自然延伸到第二景“佛山赏菊”。南门桥上，

一片浮动的祥云，把画面衔接到古城内，第三景
“趵突腾空”和第四景“白云雪霁”，展现的是泉
水滋润出的济南民俗百态。飘动的云彩和静止
不动的水雾，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动感，呈现着一
种神秘的张力。泉水汇聚之处，是第五景“汇波
晚照”、第六景“历下秋风”和第七景“明湖泛
舟”，一个大明湖竟然成就了三大胜景。满天的
红霞与静止的水和摇动的树，构成另一种强烈
的节奏。到最后，第八景“鹊华烟雨”再次被祥云
隔成一个单独的空间……

在这些大的节点中间，民居、泉水、石桥、人
物、家禽、牲畜、船只、人力车星罗棋布，纵横交
织，疏密、繁简、动静、聚散等画面关系，处理得
恰到好处，整个画面构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
仅人物数量之众，神情气质之鲜活，社会活动之
丰富，就丝毫不逊色于《清明上河图》。

其二，从典型的人物、故事和细节入手，精
准地传达了100多年前济南的民情风貌，既未脱
离济南的地形、地貌、空间所具有的基本形象，
又尽作精致，点人托物，使壮阔的景观有了丰满
的“血肉”。

为了突出民俗价值，《济南胜景图》在八景
之外，加上“民宅人情”，这是整个画作的“画龙
点睛”之妙笔。“民宅”是一个庞大的群落，白墙
黑瓦，醒目地居于画面正中，这是泥土研究考察
了济南100多套老四合院之后，重新排列组合，
抽象出来的象征性符号。而“人情”则遍布整幅
作品，细微之处点缀着人物的精神和气质。看着
这幅长卷，人们仿佛来到100多年前的济南，这
里呈现出一种“家家泉水，户户垂柳”的泉水生
活图。泉水千姿百态，有水面上涌上来的，石板
缝里冒出来的，甚至还有从民居墙上淌出来的。
人们可在自家阳台放下一个水桶把泉水直接提
到屋子里，还可以赏泉、泡茶、品茗、洗菜、洗衣、
养鱼、捞鱼、叉鱼、采藕、卖水……泉水的声音，
笼罩着整个城市，泉水的气息，弥漫在生活的每
个角落。而在大街上，拉洋车和地排车的、骑马
的、撑船的、抬轿的、唱戏的、玩杂耍的、卖杂货
的、卖风车的、卖饭的、卖烟卷的、卖甜沫的、烤
地瓜的、卖花生的、卖糖粥的、卖茶鸡蛋的、做油
旋的、磨剪子戗菜刀的、修油伞的、焊锡壶的、唱
戏的、算命的、做针线活的、抽陀螺的、跳绳的、
推铁环的，货郎鼓、巡抚、官员、僧人、孩童、老
者、妇女……真是面面俱到，细致入微，颇具生
活的神韵，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民俗长卷。

其三，济南既有北方城市之雄深雅健，又具
有南方城市的明丽婉媚。《济南胜景图》用宏观
和微观紧密结合的手法，表达了“济南潇洒似江
南”的城市精神和人文个性。同时，又具有时代
美和艺术美，使当代受众感受到精神愉悦和灵
魂洗礼。

……

泰山全景颂壮美

齐鲁文化博大精深，泥土的艺术探索也从
未止步。近来，他的目光已翻越济南的崇山峻
岭，延伸到五岳独尊的泰山。一幅关于泰山自然
与人文的长卷，以是一道新的精神景观呈现在
了人们面前。在《泰山》中画家选择了另一种表
现方式，青绿设色追寻“齐鲁青未了”精神与泰
山石“翠绿色”品质，红色则赋予了“碧霞宝光”
的紫气普照及“东岳朝阳”之灵光吉祥。正是缘
于画家“跳出此景画此景”的创作观念，才有了
如此壮美的泰山全景。整幅画卷展现出了泰
山的雄伟气魄和荡雄生层云的气韵。画卷中
沿登山古道的历史文化轴线向上而行，描绘
的50余处人文景点都加盖了章印，不失为一
幅艺术化了的泰山导游图。此画在“2013台湾
山东周”海峡两岸书画名家联展山东书画名
家预展上，有画家感慨：泰山竟然可以这样
画出全景气势！

据泥土介绍：2004年，他在北京大学首届书
法研究生班学习，每到周末经常逛校园内的旧
书摊，绘画版的“老北京”风情和杨辛教授讲述
的泰山文化，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泰山》冲
动。从那时开始，他就留心收集有关老济南与泰

山的文图资料。在创作《泰山》作品前，泥土在上
海世博会山东世博办任专家组副组长、活动策
划部部长、山东馆轮值副馆长，并以出色的组织
能力、新颖的创意、独到的执行力，受到大家好
评。各位专家学者对齐鲁文化的诠释和把握，使
他汲取了极其丰富的营养。受世博会浸淫数年，
他吸收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滋养之后，有了
新的艺术灵感和精神追求。《泰山》为我们提供
了一条寻找精神的新途径。

目前艺术创作呈“百花齐放”的格局，巨幅
艺术作品时常可见，但是因没有精神的支撑显
得“大而无当”，缺少灵魂，苍白无力；也有关注
民俗风情的细腻描摹，但却没有熔古汇今的视
野，过于纤弱、易碎。《济南胜景图》、《泰山》让我
们的眼睛一亮，站在这两幅画卷前，很多人感到
了震惊。其宏大的场景、跌宕起伏的节奏、细微
的生活景象、饱满的情绪感受，通过一条明晰的
精神脉络贯穿起来，繁而不乱，有条不紊，层次
分明，衔接自然，一气呵成，反映出画家出色的
笔墨功力和出众的思想高度。这一幅作品本身，
成为当下浮躁社会心态中艺术家的一种坚持和
担当，成为在碎片化的创作思潮中一种恒远的
艺术现象和艺术事件。

《《泰泰山山》》、、《《济济南南胜胜景景图图》》：：
浓浓缩缩齐齐鲁鲁精精神神的的画画卷卷

●郝桂尧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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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局部二

▲《泰山》局部一

山东漫画家协会副主席兼秘
书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
新闻漫画研究会理事，山东省劳
动模范，上海市委“世博优秀共
产党员”，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特
聘教授。

泥土生于济南。毕业于北京
大学首届书法研究生班；受到文
怀沙、沈鹏、欧阳中石、叶朗、金开
诚等老师的指教；书法作品被韩
国大宇国际李太荣董事长,韩国

韩电公社郑太豪董事,日本伊藤
中会社能登董事,日本烟草小林
一夫董事分别代表各机构收藏。
绘画作品《和气致祥》被2010年上
海世博会纪念馆永久性收藏。第
十届中国艺术节期间，《泰山》、

《济南胜景图》画卷被作为带有浓
厚山东地域特色的艺术品赠予与
会嘉宾。在国内，曾参加七、九、十
一届全国美展；并获中国新闻美
术银奖。在国外，曾参加日本、比

利时、韩国国际漫画大展；并获得
过日本读卖国际漫画大赛评选委
员会特别奖。曾出版《泥土书画作
品集》一、二、三集，《世话戏
画——— 泥土彩墨小品》，《泥土彩
墨画》画集。曾为多家企业创作

“企业文化风俗画”长卷。
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山东

参展工作中，曾任专家组副组长，
活动策划部部长，山东馆轮值副
馆长。现就职于山东省贸促会。

◇泥土(泥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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