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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宏文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新中

艺艺术术为为媒媒，，寻寻找找奋奋斗斗““商商机机””

和院子里各类古代石
雕所形成的威严、古朴氛围
不同，走进公司大楼里，扑
面而来的则是一股儒雅、
细腻的气息。无论是走廊
里，还是楼梯拐角处，都悬
挂着各类名家的字画，俨
然把这座楼打造成了一座
美术展览馆。

随着自己的藏品越来
越多，2010年，李新中创办了
运河美术馆。在公司三楼的

一号展览室，美术馆刚刚举
办了“别开生面”——— 中国当
代人物画精品品鉴会。展览
室的墙上挂满了像王明明、
孔维克、田黎明等名家的人
物画。李新中说，办这样一个
品鉴会，就是想提高大家的
鉴赏水平，邀请一些济宁本
地的画家、收藏家一起，来研
究、分享人物画的精髓。

凭着自己对字画的敏
锐观察，早几年李新中在各

地以前瞻的眼光买进了不
少名家精品，而这些画作如
今几乎都成了艺术市场中
的硬通货。“艺术品不同于黄
金、珠宝这些东西，随着国内
对艺术品的追求越来越热，
它的市场其实也进入到了
一个不断增长的时期。”所
以，李新中希望通过运河美
术馆的建立，在济宁不断推
动“让艺术走进生活”这一理
念。

依托运河美术馆这一
平台，李新中经常邀请国
内各地的知名画家、书法
家齐聚济宁，再邀上济宁
本地的一批艺术家，围坐
在一起，泡上一壶好茶，畅
谈对各类艺术创作的心得
与感受。

周传玉山水画展、胡
寿荣艺术研讨会，来运河
美术馆除了能欣赏到精美
的字画之外，还能聆听到
艺术家们的创作理念，仿
佛参加了一场又一场精彩

的讲座一般。所以，已经4
岁的运河美术馆，俨然在
济宁地区有了一批忠实的
粉丝。

而见到李新中的时候，
他刚刚从曲阜赶回来。他告
诉记者，最近他正在曲阜配
合电视台拍摄汉画像石的
纪录片。“中国汉碑半济宁，
济宁汉画甲天下”，现如今
李新中正在努力把济宁的
汉文化做大做强。

如果说前几年公司还
主要依托旗下的黄河礼品

行来主打文化礼品，那么
现在的宏文文化产业有限
公司则是靠着礼品和艺术
品两条腿来走路，并且取
得了很大效果。

谈及未来的发展，李
新中认为，大运河申遗刚
刚成功，而济宁作为大运
河上的一颗明珠，其实还
有着更多的历史文化资源
可供挖掘。“所以企业未来
的发展规划，还是主要围
绕汉文化和运河文化的开
发而展开。”

不抽烟、不喝酒，在员工的眼中，李新中平生就两个爱好——— 看书、写毛笔字，时不时
的还要品上几口好茶。这个从小在微山湖畔长大的企业家，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儒雅的
味道。这些年他先后成立了汉画碑刻博物馆、中国票证博物馆和运河美术馆，正在不断的
挖掘着文化艺术中的商机。

依托申遗成功，做大运河文化

为收藏字画，创办运河美术馆

运河美术馆简介

济宁运河美术馆它
创办于2010年6月，300多
平方米的展厅能够展出
近百幅艺术作品，并可
以为书画家提供个展和
综合性展览。

在这里，不仅可以
欣赏到来自中国各地的
名家名作，还可以观看
到全国名家的个展。运
河美术馆自成立以来，
已成功举行了“香港云
峰画苑精品展”、“旅美
画家冯长江人物画精品
展”、“东海长风——— 徐
建融先生山水花鸟展”、

“范正红书法篆刻展暨

范正红艺术研讨会”、
“杨象宪先生花鸟艺术
展”、“济宁两汉文化研
讨会”、“2013点绛唇胡
寿荣艺术展”、“保护运
河·爱我济宁暨国庆63

周年名家书画展”、“海
上升明月海派画家走进
济宁书画展”等活动。

美术馆创办3年来，
通过与国内各大知名画
院、画廊及著名画家、理
论家合作与交流，不仅
丰富了自身的艺术文化
内涵，也为济宁文化艺
术的对外交流搭建了桥
梁。

在济宁市博物馆旁，有
个不大的院子。如不是因院
内墙上挂的“济宁宏文文化
产业有限公司”几个大字，
走进这里的第一印象更像
是座博物馆。精致而古朴的
石狮子、高耸的拴马桩，风
蚀的痕迹和被岁月所磨去
的棱角，显示这些“石头”都
已有不少年头。

“院里的石头都是古代
的，有些甚至是珍贵的汉画
像石。”李新中指着这些石头
说道。在朋友圈里，他痴迷古

董、艺术品出了名。过去几
年，每逢周末他就驱车去各
县市区，甚至周边地市去搜
罗散落在民间的“宝贝”。

之所以对古董、艺术
品如此执着，都源于上个
世纪90年代。李新中在北
京做收藏品时，首次接触
到的“虚拟经济”概念，于
是做起了炒邮票、钱币等
文化产品。但在初期赚了
个“盆满钵满”后，一次失
败的粮票炒作让他赔光了
所有积蓄，还负了不少债。

无奈，他回到了济宁老家。
因已对文化产品非常

熟悉，回到济宁的他决定
拓 展 经 营 思 路 。他 说 ：

“2009年我提出了‘让世界
共同拥有孔子’的想法，就
是希望儒家文化产品走出
去，让全世界的人认识孔
子，了解孔子。”于是，楷
雕、尼山石、汉画等历史文
化产品，都被他研究、挖
掘，做成了有文化内涵和
品位的产品。

从商几十年，未离开过文化圈

本报记者 汪泷

运河美术馆李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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