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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山东省文化厅主办，山东画
院、山东博物馆承办的“齐鲁画风·
山东中国画大展”于12月24日在山东
省博物馆隆重开幕。作为山东省推动
形成“齐鲁画派”文化工程的阶段性
成果，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系列美术展
览之一，本次展览展出了作品约200
幅，展现了近百年来山东中国画发展
脉络的文献资料5万余字，图片100余
张，较为完整地梳理山东中国画近百
年来的发展脉络，为参观者提供了一
次全面了解山东美术发展的机会。

“齐鲁画风·山东中国画大展”
也是推动形成“齐鲁画派”工作的重
要环节及阶段性成果，集中展示了我
省美术创作浓郁的齐鲁文化特色和
鲜明的山东地域特色，初步呈现了

“齐鲁画派”画家的群体阵容。配合
首发的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省推动
形成“齐鲁画派”文化工程研究》的
课题成果，也让“齐鲁画派”概念的
提出和研究更加明确。山东画院院长
孔维克说：“齐鲁画派的形成不但有
利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还有利
于系统梳理山东美术发展脉络，营造
学术氛围，培育“高、精、尖”的美术
创作和理论研究的年轻队伍。”本课
题成果的发表将填补山东美术理论
研究、美术品牌建设的空白，对于齐
鲁文化与其子系统关系的研究都具
有重要意义。

此外，与展览同时推出的《齐鲁
画风——— 山东中国画作品集》, 集
艺术性、学术性、文献性于一体，成
为浓缩齐鲁画派、齐鲁画风的重要艺
术文献。

据悉，此展将持续至2014年1月3
日。 (贾佳)

呈现齐鲁画派新阵容
“齐鲁画风·山东中国画大展”在山东博物馆展出

□视点

既既有有诗诗情情，，也也有有感感情情
毛泽东诗词书画创作展在齐鲁晚报美术馆举办

“这是饱含感情的展览”

本次毛泽东诗词书画创作展吸引了
不少年事已高的观众，他们对毛泽东、毛
泽东思想有着浓厚而特殊的情意。“面对
这些以毛泽东形象为题材的创作，我心
中充满了崇敬、缅怀之情和对已逝岁月
的追忆。我们都是受毛泽东同志影响很
深的一代人，这种情感是现在的年轻人
无法理解的。像‘老三篇’、《毛泽东语
录》，我们至今都还能背诵。观看这些作
品，我们也仿佛重回青少年时代，想起了
许多往事，所以，我觉得这次展览是一次
饱含感情的展览。”在参观这些作品后，
家住历城区的程大爷如是说。

本次展览的开幕时间特意选在毛泽
东生日这天，许多观众怀着这份沉甸甸
的的情感，提前咨询齐鲁晚报美术馆的
具体地址，开幕当天早早赶来，一睹这些
名家名作。不少人对许向群《香山·1949》
中的“双清别墅”很熟悉：“双清别墅在香
山，这是中共中央进驻北京的第一站
嘛！”而当看到由张志民、陈全胜、杨枫、
刘书军合作的创作时，观众像见到老朋
友一般脱口而出：“这是以埃德加·斯诺
为毛主席所拍照片为原型的！写《红星照
耀下的中国》的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
白发苍苍的观众对这段历史如数家珍，
场面十分温馨感人。

“诗情画意”成品评新标准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
头越”，“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

独好”，“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
笑”，这些出现在书画作品中的诗词
名 句 ，成 为 现 场 人 们 反 复 吟 咏 的 对
象。据悉，在活动准备前期，主办方曾
赠 送 给 艺 术 家 一 些《 毛 泽 东 诗 词 选
集》，艺术家通过重读经典，找准了创
作的“点”，在山水、花鸟和人物创作
中，融和了诗情，让作品变得更“诗情
画意”了。

在展览现场，观众品评作品从单
纯的“艺术”标准，升级至“艺术 + 文
学”标准，这就意味着，一幅构图和
谐、笔墨精妙、与毛泽东诗意贴切的
作品才是百姓心目中的好作品。对于
出现频率最高的《咏梅》诗意图，观众
仔细品味、辨别：“李兆虬的《咏梅图》
胜在梅的虬枝清骨，象征意义丰富；
而尹延新的《咏梅图》则用心营造气
氛，凸显冰雪中梅花的精神。我虽不
太懂画，但这里的每幅作品都让我感
动，”一位观众在接受采访时说，“太
美了，既有诗情，也有画意。”

“伟人题材精品
很有收藏价值”

在中国乃至世界，收藏伟人题材

作品的人不在少数。开展几天来，这

些为纪念毛泽东而创作的作品，尤其

是许向群、刘书军、庄明正等一批毛

泽东肖像类的作品，获得了藏家的青

睐。

“毛泽东是受人们爱戴的领袖，

他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为中

国发展进步确立了根本基础，功绩是

不可磨灭的。红色收藏也是一直高温

不退的门类。”有艺术品经营者认为，

“ 参 与 本 次 参 展 艺 术 家 都 是 高 校 教

授，各画院、创作院的中坚力量，而展

品也很具有代表性，有的作品甚至经

历了两三年的创作过程才完成，因此

这 些 伟 人 题 材 的 精 品 很 有 收 藏 价

值。”

（东野升珍）

“江山如此多娇——— 毛泽东
诗词书画创作展”自26日开幕以
来，获得了广大观众的推崇和喜
爱。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大
家通过展览品评书画、吟咏诗词、
缅怀伟人，虽然寒风凛冽，依然掩
不住追忆火红岁月的激情。

工工笔笔的的当当代代精精神神
“第九届中国工笔画大展”呈现工笔画艺术新理念

“工·在当代——— 2013第九届中国工笔画大展”日前在中国美术馆闭幕，本届大展筹备时间将近
一年，汇集了18位特邀艺术家、60位学术提名艺术家以及68位社会征集入选艺术家的作品，基本囊括
了当前最为活跃、在工笔画各个领域最有创新的老中青三代艺术家。展出作品形式丰富，包括了水
墨、彩墨、综合材料、绘画装置等多种媒材，反映了中国工笔画最新的发展成果，而最重要的则是提出
了一个“工以何种状态在当代？”的问题，促使着工笔艺术家去探索在当代全球文化和中国文化生态

中，工笔画艺术所代表的文化力量。 （贾佳/文）

“工”的创新

■刘大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中国工笔画最近1 0年在创作探

索、理论研究和市场表现上都引起越
来越多人的关注。与此同时，学术与
市场、传承与创新、沿袭与突破、装
饰性与观念性等诸多问题和争议也
由此开始浮出水面。2013年第九届中
国工笔画大展”的举办，无疑对现在
和未来的工笔画发展具有阶段性意
义。观众可从特邀艺术家部分作品中
看到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工笔画不
断生发新意，走向多元发展，最后形
成了不同地域、流派乃至个人特质的
演变历程；学术提名艺术家和社会征
集艺术家的作品更是展示了以中西
融合为导向而又追踪中国艺术传统
哲思的作品，以及探索工笔艺术的新
边 界 的 创 新 之 作 ，不 仅 呈 现 出“ 工
致”的艺术技法，也在观念、题材、图
示、材料方面都有诸多创新，体现出
了“工·在当代”的理念，显示了工笔
画界源源不断的新鲜力量。

“工”的方式

■冯大中(中国工笔画学会会长)：
“中国工笔画大展三年一届，是工

笔画领域规模最大的全国性、学术性
展览。本届展览承前启后，不仅呈现了
在过去三年中工笔画创作的丰富多元
面貌，也对今后工笔画的发展方向具
有启发意义。此次展览在策划、组织、
展示、传播等方面都有所创新，如建立
以学者邵大箴、策展人范迪安领衔的
策划委员会进行总体学术策划；提出
理论和实践并重并行的筹备思路；以
学术为导向，开放思路，严格选人；重
视展览的文化传播等。本届大展在我
看来，无论是展览的组织形式、学术研
讨，还是展览的规模与学术深度，处处
都体现了一种‘工’的方式，每一个步
骤都是精益求精、力争完美。而这个

“工·在当代”的主题不仅表达了对工
笔画中历史地位与现状的深刻关切，
还推崇了这次展览细致缜密的筹备方
式 以 及 与 社 会 文 化 思 潮 互 动 的 可 能
性。

“工”的精神

■范迪安(中国美术馆馆长)：
此次展览是 2 0 1 3年中国美术馆

的年底大展，独特的展览面貌吸引
了很多观众，也刷新了大家对工笔
画的习惯认知，今天人们在现实的
匆忙的生活面前很容易忽视时间的
价值，流行的是粗糙的消费文化和
匆忙的文化消费，在这样的文化语
境中，这次工笔画大展在策划上提
出了两个命题，一是工笔画如何站
在当代，在创作上形成学术的精进；
二是如何将工笔画的“工”所蕴含的
文化精神提练出来，引导社会通过
理解“工”的精神，反拨粗糙，品鉴精
雅，带给人们别样的体验，通过打开
新的文化可能性来提升整个社会在
审美层面上的品质，这是工笔画可
以体现的社会价值所在。此外，工笔
画艺术及其所渗透的文化情怀也能
够在进行国际艺术交流中跟西方其
他文化艺术对话，发扬中国艺术在
当代的独特精神价值。

“工”的坚守

■胡明哲(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策展人的展览名字起得好！一个

“工·在当代”提出了很多问题，工在当
代是什么状态？以什么优势在当代？此
次展览装置也参与了进来，丰富且当
代，这除了说明策展人的理念开放，标
志着工笔从略微封闭走向了创新与当
代外，还说明了工笔这一创作形式根基
厚重且有生命力，它能够在绘画技法上
生根发芽，衍生出更多的作品形式来。
此次展览上有一部分岩彩为主的工笔
绘画，岩彩是天然媒材创作，很多画家
遵从自然而然的创作方式，亲自去采集
广西百色的红土、云南陆良的彩沙、北
京十三陵的黄土、甘肃敦煌的五色沙、
台湾台南恶地的泥灰岩等，以五彩的岩
石研磨成粗细颗粒，调和胶质后绘制在
纸，布，板，壁，金属上的作品，它繁复而
精微，与深厚的中国传统文脉相关，具
有物质存在与天然本色的审美特质，恰
恰也能体现“工·在当代”中，艺术家们
对“工”的那份坚守。

观摩会上，参展艺术家热情地为观众讲解作品

▲第九届中国工笔画大展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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