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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捐出出毕毕生生““宝宝贝贝””成成就就一一座座博博物物馆馆
鲁东大学已故教授王树春，生前无偿捐出346件书画精品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谭国臣

鲁东大学博物馆
像一本活“教科书”

在鲁东大学，师生们把学校
博物馆比喻成一本活的“教科
书”。每年学期开始，人文类、艺
术类等相关专业课程将课堂放
入馆内，把实物引进教研课堂。

“在这里，我们可以欣赏到
将书画熔于一炉，别具一格的

‘书法家的画’和‘画家的字’作
品 ,摸清不断成长成熟的过
程。”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
史学专业大一学生刘俊峰说。
与普通教科书相比，博物馆里
鲜活的作品更能带给我们直
观、真实的过去。

“馆里有很多名人真迹，比
如有‘扬州八怪’高凤翰的作品，
有‘一门三翰林，父子九登科’的
王兰生父子作品，还有为慈禧筹
备万寿庆典的王景崧的作品等，
这些是普通教科书无法给予
的。”鲁大交通学院交通运输专
业大二学生李晓迪说。

鲁东大学博物馆副馆长吕
秀林介绍，鲁大博物馆主体部分
是“王树春书画馆”“胶东清代书
画馆”，都是已故教授王树春先
生捐赠的。其中，王树春书画馆
收藏着先生毕生创作的书画精
品158件，胶东清代书画馆收藏
着明末至民国初年三百多年间，
胶东地区书画名家的精品188
件。“胶东清代书画馆就是一部
活脱脱的胶东清代书画史。”

“博物馆除为师生提供教学
与科研服务外，还对群众免费开
放。”吕秀林说，“只要身体允许，
王树春生前总会定时出现在博
物馆创研室，与参观人员切磋交
流心得,传授创作经验。”

王树春先生是中国书法家
协会、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其
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并获
好评。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
大为赞其作品“布局新”，李可
染先生称其作品“气势大”，刘
凌沧先生评价他的书画“功力
深”。他的《墨葡萄》《丝瓜》《紫
藤》等作品分别被中国画研究
院、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
等收藏。

从军务农行医
执教书画一生

“将有巨大经济价值和史
料价值的作品,无偿悉数捐献
给学校，王老仅说‘能为国家做
点有益的事情，余内心感到充
实，欣慰’。”鲁东大学党委副书
记丁瑞忠介绍，王树春1941年出
生于莱阳市五龙村，幼承庭训，
家学渊源深厚。1962年从莱阳卫

生学校毕业，他当过六年兵，务
过三年农，从过十四年医。

1984年，莱阳创建书画研究
会，急需书画人才。已过不惑之
年的王树春弃医从艺，正式踏上
书画创作研究之路。1987年，王
树春考入中国画研究院（现中国
国家画院）学习一年。在李可染、
叶浅予、刘凌沧、崔子范等诸多
国内书画艺术大师的指导下，他
的艺术水准得到了质的飞跃，作
品得到国内外书画家和书画评
论家的高度评价。

1990年，时任烟台师范学
院（今鲁东大学）院长王荣刚，
破格聘请王树春到大学任教，
筹建美术系。美术系当时只有
5名教师，作为主要策划者和
执行人，大到人才培养方案制
订、专业教师引进，小到课程安
排、购置教具，都由王树春带头
干。原美术系党总支书记赵康
生回忆说：“当年，石膏像等静
物要到北京去买。老王是老师
中年龄最大的，还有心脏病，但
几十斤重的石膏像搬得最多。”

美术系成立之初，王树春
一人讲授4门专业课。他推崇

“以师带徒”的学习方法，理论
与实践并重，讲课必演示。

熟悉王树春的人都知道他
“脾气大”，但他从不乱发脾气。
对歪风邪气，他发脾气；对工作
懈怠，他发脾气；对学习松懈，
他发脾气。他既“正”且“刚”。上
课时，他要求学生必须提前10
分钟进教室，迟到1分钟者不
许进门。他也严格遵守此规定，
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

王树春的研究生刘统泉回
忆说，老师有一套行之有效的
教学方法，对点画形貌的讲解、
对用笔用力的讲解、对经营位
置的讲解都有独到的见解。

无偿捐赠346件精品
他是鲁东大学的骄傲

在高校任教期间，王树春
出版了7部专著和7册个人书画
集，成为一名学者型的书画家。

他在《胶东清代书画志遗》
序中写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人们的智慧创作应该永久地留
给后世……后人有责任去修复、
保护、承传……”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王
树春用30年时间搜集书画作品
资料，用6年时间搜集文字史
料。从开始写作到完稿的6年时
间，又反复增添、修改20余次，
最终成书出版。他在序言中写
道：“为了完成此书，人力、资金
付出巨大。家族人与我同步，足
温饱而乐矣。”

数十年的创作、搜集、整理，
王树春积累了众多书画珍品。他
的藏品来源多样：有家中所传；
有用自己的作品换来的；也有不
惜高价自掏腰包购买的；甚至还
有一些是他从医期间，治愈病人
后，人家表示感谢送来的藏品。
一些碑帖则是他不辞艰辛不惧
险阻捶拓而得。

2014年3月21日，被王树春
称作“大喜的日子”。当天，他把
耗费自己几十年心血研究、收
藏和创作的作品无偿捐赠给鲁

东大学，使其得到更好的保护、
传承和弘扬。

2015年11月19日，由王树
春亲自设计布展的胶东清代书
画馆、王树春书画馆正式揭牌
开馆。他在现场说：“能为国家
做点有益的事情，我内心感到
充实、欣慰。”

2017年10月12日，王树春
因病逝世。临终前，他留下了

“弘扬传承”四个字。
“父亲一生都很努力，不断

学习，干什么事情都非常认真。”
王树春教授的小儿子王小刚告
诉记者，“对于父亲将自己所有
的作品和藏品全部捐献给学校
的决定，我们全家人都支持他。”

“王树春教授用自己的一
生讲述了一名普通高校教师践
行立德树人的故事。他把毕生
的精力和全部的心血献给了自
己钟爱的学科、学校和心爱的
学生，是为大德；他把自己整个
艺术发展历程的作品捐赠展
出，使之成为大学生学习成长
的鲜活教材，是为大智；他把毕
生珍藏的文化遗产无偿捐献给
学校，用于教学和研究，是为大
义。王树春老师是全校师生员
工的榜样，也是鲁东大学的骄
傲。”鲁东大学校长王庆说。

山东省美协原主席杨松林
曾评价说：“王树春其人其画是
地地道道从生活和传统文化的
土壤里，靠其自身的力量顽强
生长出来的芳草野花。”中国美
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也曾称他
是“生活中的强人”“艺术中的
苦学派”“不断更新者”。

鲁东大学博物馆开馆两年多，已接待师生30000余人次。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摄

鲁东大学已故教授王
树春一生有着传奇的经历，
被誉为“生活中的强人”“艺
术中的苦学派”；生前，他将
自己毕生的书画珍品无偿
捐赠给学校，建成鲁东大学
博物馆。现在这座特色鲜明
的博物馆已经成为学校教
研合一的新课堂以及共享
服务的文化名片，开馆两年
多来，已接待师生30000余
人次，社区参观群众5000余
人次，接待来自国内外参观
团体100余个，承办学术交
流活动200余场。

王树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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