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书军(山东省美协顾问、山东省中国画学会常务副
会长):毫不夸张地说，改革开放让中国老百姓的生活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是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共同
奋斗的伟大成果，现在的中国是屹立于世界的大国、强

国。而我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怎么样能够适应时代的
发展，用自己的手、自己的心反映整个时代的伟大变革是

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我曾经在部队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当时的创作内容主要是刻画

军民关系的，那种谁也离不开谁的真挚情感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因此我
的绘画总是充满了一种革命的浪漫主义。从部队退役到地方工作后，我
开始转变自己的绘画内容，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画了一
批画，像《中流砥柱》、《绿满神州》等，也创作了一批反映西藏、内蒙古地
区风土人情的作品。这些年来，我游历遍了祖国的边疆地区，每一次去
都感受到巨大的变化，他们的房屋、马路、公共设施越来越现代化，我可
以深切感受到他们的生活幸福感，这都得益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创举。

一个画家的作品是他心灵的语言，我始终认为文艺是为人民
服务的。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人民生活幸福指数的不断攀升，作
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必须要紧跟时代步伐，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
下时代就是最好的时代。

张宝珠(山东省美协顾问、山东泰山国画院院长)：
今年六月，我为“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创作了一幅
以松柏为题的巨幅画作，花费了很大的心血，两三米高
的松树屹立在悬崖上，非常壮观。我把它比作中国的五

十六个民族，为什么呢？因为改革开放的这四十年，中国
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华民族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奋斗

才能发展成今天的繁荣景象。在这四十年中，中国就像松柏一
样不屈不挠地生长着、发展着，我认为松柏的这种品格和我们这个
民族的精神气概是完全吻合的。

我信奉的绘画理念可以概括为三个字———“独、立、简”，即独立的
风格、内在的心立和简洁的语言。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对我们传统的
中国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当今一些年轻人在从艺过程中倒向了西
方，摒弃了传统的中国绘画，这是舍本逐末的做法，艺术家画画要“崇拜
自己”，不能失去个性进而成为他人的艺术复制品。除此之外，中国画讲
究做减法，随着绘画功力的逐渐加深，画面上的元素会越来越少，越来
越简洁。不要在乎别人看不懂你的作品，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艺术家
不能为迎合一时潮流，而给后人留下太多文化垃圾。

总而言之，艺术的繁荣脱离不了经济基础的发展，感谢改革开放给
予了我们这批艺术家一个全新的机会，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也会
全心投入艺术创作中，这不仅是我本心的追求，也是一个艺术家应该承
担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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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中华民族如松柏一样不屈不挠

改革开放是伟大创举，
文艺工作者要紧跟时代步伐

岳海波(山东艺术学院教授、山东省美协综合材料绘
画艺委会主任)：齐鲁晚报已经创刊三十多年了，刚创刊时
我是齐鲁晚报的美术编辑，给报纸画一些插画等等，晚报
的成长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我们这些艺术家的成长也是

伴随改革开放的。
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们对于西方的文化是一概不知的，当

时班里来了一个外宾，问我们怎么看待印象派，可是我们连印象
派是什么都不知道，非常僵化古板。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地球村
慢慢形成，我们对于西方文化的吸收越来越多，比如综合材料就是外来
的西方画种。中国艺术的发展，从纯粹的模仿到借鉴融合，秉承着“古为
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会越来越成熟。我觉得大多数的画家都是采用
中西结合的一种绘画方式。我曾经到英国、美国把当地的博物馆游览个
遍，看到西方的一些解剖、造型、色彩在很久以前就达到非常高的程度
了，当时我有些落寞，后来我游历了中国文明的一些胜地，像西安、洛
阳、太原等等，我觉得中国文化是可以和西方抗衡的，但是中国的艺术
和西方完全不同，它追求一种味道、一种意思，西方艺术就像可乐一样
可以说明白什么味道，而中国艺术就像茶，是说不明道不白的感觉，我
们不能用西方的概念来评判中国的艺术。

改革开放后有了市场经济，现在是一个商品时代，一个消费至上的
时代，很多事物都是以经济价值作为评判标准的，很多画家为了迎合市
场画一些粗制滥造的作品，这些作品放到历史长河中是不一定有价值
的。改革开放给予了艺术家一个广阔的天地，但是我们也要守住原则，
不要忘记艺术的初心。

市场经济下画家要守住原则，不忘初心

梁文博(山东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研
究生导师 )：改革开放是一种时代走向，
与绘画是同步的，这四十年来我的眼界
开阔了，并在自己的绘画中融入了西方
的元素，包括点线面的运用，以及画面关

系、色彩构成色彩纯度关系、对比关系等
等，尽管用笔方式、笔墨关系是传统的，但是绘

画意识是现代的。
说到传统文化，一来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越

是接触他国文化就越觉得中国文化的高雅，二来，中
国艺术是“用看不见的方式画看得见的东西”，西方
艺术是“用看得见的方式画看不见的东西”。画家在
中西结合时也需要讲求一个法度，讲求平衡，纯度、
浓度、温度缺一不可。目前我还在教学一线，我认为

“德育”是一切教育的前提，学生要知道什么是有品
质的东西、什么是有品位的东西，像梅兰竹菊这种象
征朴素、高洁的事物，只要有了好的道德品质才能理
解其中的美。美是无处不在的，我们要培养发现美的
眼睛，一条毒蛇有它的烈性美，一根老树干也有它的
沧桑美，世界上不缺乏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艺术市场的作用一个是推动了书画的发展，改
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让书画艺术有了经济上的价
值，这是大趋势。但市场过于火爆产生的问题也很
大，比如会对画家的绘画品位的产生消极影响，一些
画家过于强调经济利益，降低了自己的绘画水准，这
种问题必须要靠画家自己把关，怎么正确对待自己
和自己的艺术是画家亟待考虑的问题。

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

笔笔墨墨讴讴歌歌时时代代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名家笔会在齐鲁美术馆举办

四十载励精图治，四十载时代荣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文化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书画艺
术作为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迈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近近日齐鲁晚报
举办了“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名家笔会”，我省李方玉、张宝珠、刘书军、张宏伟、赵英水、刘玉泉、岳海波、韩玮玮、韦辛夷、梁文博、
李兆虬、吴建军、李勇、王竞艺(按年龄排序)等二十余位画家，齐聚齐鲁美术馆六楼大型书画创作室，挥毫泼墨，用笔墨讴歌新时代。
创作间隙，画家们也各抒己见，侃侃而谈，通过交流碰撞互相都受益匪浅。今刊登部分精彩观点与画作，以飨读者。

(下接B10版)

弘扬正能量，用美来振奋人心

韦辛夷(原山东省美协副主席，济南
市美协主席)：8月30日，习总书记给中央
美术学院8位老教授回信，向他们致以诚
挚的问候，并就做好美育工作，弘扬中华

美育精神提出殷切期望。事实上，弘扬中华
美育精神和改革开放四十年有着很大的关

联。
1917年，学界泰斗蔡元培先生提出了“以美育代

宗教”的思想，强调美育是一种重要的世界观教育。蔡
先生意识超前，非常了不起，但由于受时代环境的局
限性，这一思想成为了一个未完成的美学命题。经济
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美育的弘扬和提倡必须是在物质
极大丰富的前提基础上才能实践推广，而改革开放的
四十年恰恰是做了经济基础的发展和铺垫。从上个世
纪到现在，中国的一百年发生了很大变化，久经磨难
的中华民族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
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现在总书记提倡弘扬
中华美育精神，把“美育”作为一种国家战略来谈，接
下来我们要“美起来”。

说到“美育”，那么什么是“美育”？在我看来，美育
不是简单的赏一幅画，看一出戏，美是塑造灵魂的。美
分为外在美和内在美，外在美是指行为规范，内在美
是指精神情操，由此可见，美育是把真善美转化成了
一个更加喜闻乐见的形式和礼节出现。十九大报告
中，习总书记号召我们要深刻领会和科学把握新时代
的显著特征与丰富内涵，我认为“弘扬美育精神”就是
这个时代的特征，它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见可
感可行，时刻指导我们要去建立美好的行为规范，自
觉要求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和平且物质生活相对富
足的国度里，我们很幸运，也要时刻感恩。

作为美术家，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画好画。首先，
作品要弘扬正能量，符合审美原则，真正用美来振奋人
心。其次，既要画面美，更要心灵美，艺术家要多多关注
社会，关注人们的精神层面，对生活热爱，对艺术虔诚。
第三就是要不断锤炼向社会传达美的技能，用高超的笔
墨语言去记录和表现这个波澜壮阔的变革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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