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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精品

3 月 23 日，由山东省文化厅、

山东省文联主办的“张宝珠画展”

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出画家张

宝珠近年来新创作的《泰岱烟云

图》、《秋山萧寺图》、《家在白云

处》等山水画精品 80 余幅。

一头略卷的齐肩长发，一双

深邃有神的眼睛，一件中长的卡

其色风衣，艺术家的执着与激情

一 览 无 余 。 人 如 其 画 ，画 如 其

人。张宝珠，字还浦，号苍斋主

人，1945 年生于济南。现为国家

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山东泰山国画院院长，山东省

文史馆馆员，擅长山水、花鸟、书

法，孜孜于笔耕砚田数十载。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闭门造

车是不行的。艺术家必须与大自

然接轨，从大自然汲取灵感。”张

宝珠说。为了画好泰山及松柏，

张宝珠多次登黄山、游岱庙、观

“三孔”。人称“张松柏”的他，谈

及松柏神采飞扬：“记得当年我第

一次在泰山上看到松树，那感觉

真是好啊。悬崖上，石缝里，只要

有一粒土它就能活下来。这种性

情，跟我有些相似。”如今，他已 71

次登上泰山。

数十年来，张宝珠遍游祖国

名山大川，到各地体验生活，同时

也从中领悟到了一些真谛。“中国

画的最高标准是气韵生动。以气

写形，形气互补，方能达到艺术的

最高境界。有的人画一辈子，光

抓形不抓神，重形不重气，终身匠

人。”张宝珠认为，画山要像出水

芙蓉那样，要有从云雾里升腾出

来的感觉。

“大家都说我画得好，其实我

只是画得多了。”张宝珠说，因为

与松柏有了感情，所以一直坚持

学习，写松柏画稿不下数百千本，

创作松柏图也不下数百千幅。创

作时，因左手需用力扣在画案上，

他的食指和中指关节处长了两个

硬疙瘩，右手无名指的关节处也

因长年拿画笔而磨出了硬茧。

张宝珠将中国画的文化内涵

与传统精神表现得十分到位。中

国美术家协会原副主席黄格胜曾

说：“我看宝珠的画，大气、雄浑，

传统绘画元素用得炉火纯青。”

在张宝珠看来，这得益于他

自学画起便得黑伯龙、陈维信两位

大师指点，走了一条循序渐进、临古

而创新的正确路子。黑伯龙注重

传统，强调临摹的作用。于是，张

宝珠在初学画的十几年中，从临写

清代“四王”入手，继追明代之唐

寅、仇英等诸家。陈维信讲究写

生、创新，于是，张宝珠又遍游祖国

山水，去大自然写生，积累素材。

最后才是创作。“同样的大自然，每

位艺术家笔下都有所不同。这是最

能体现艺术修养与个人禀赋的。”

“我一直在坚持我的个性，通

过山山水水来抒发我的内心和情

感。什么是创新？百花园里有我

独 特 的 一 朵 在 绽 放 ，我 就 满 意

了。”张宝珠说。

张宝珠张宝珠：：

松柏精神 写意人生
本报驻山东记者 常会学

文化部办公厅日前公布了 2011 年

全国美术馆发展扶持计划入选项目名

单、2011 年全国画院优秀创作研究扶持

计划入选项目名单。

经过专家评审委员会的认真评审，

并报文化部审核通过，共有 48 个项目入

选 2011 年全国美术馆发展扶持计划，其

中国家重点美术馆优秀展览项目 8 个，

优秀展览项目 20 个，优秀公共教育与推

广项目 20 个。

国家重点美术馆优秀展览项目包

括：“光辉历程·时代画卷——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美术作品展览”（中国

美术馆）、“海上叙事——百年上海艺术大

展”（上海美术馆）、“第四届广州三年展启

动展（广东美术馆）、“高原·高原——中

国西部美术展中国画年度展”（陕西省美

术博物馆）、“回顾与展望——湖北系列艺

术展”（湖北美术馆）、“关山月艺术陈列展”

（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同源异彩——

黄宾虹与林散之、李可染艺术展”（北京

画院美术馆）、“从延安到北京——王式

廓百年纪念展”（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优秀展览项目包括：“古典与唯美——

西蒙基金会收藏雕塑、绘画展”（中华世

纪坛世界艺术馆）、“韩美林艺术大展”

（北京韩美林艺术馆）、“八零后艺术档

案（一）”（北京市通州区宋庄美术馆）、

“第二届中国当代版画学术展”（北京今

日美术馆）、“中韩当代艺术通道计划”

（北京元典美术馆）、“黑龙江版画经典

作品展”（黑龙江省美术馆）、“ 炫——

2011 上海青年美术大展”（刘海粟美术

馆）、“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历程·中国

影像艺术 1988—2011”（上海民生现代

美术馆）、“探索·探索·再探索——纪念

庞薰琹先生诞辰 105 周年艺术展”（常

熟美术馆）、“鲁迅与新兴木刻纪念系列

展览”（浙江美术馆）、“突围：宁波当代

艺术 30 年暨第一届宁波当代艺术展”

（宁波美术馆）、“传承经典——当代中

国画名家学术邀请展”（合肥久留米友

好美术馆）、“中国版画进万家——青岛

首发暨艺术家捐赠作品展”（青岛美术

馆）、“画说日照——城市景观美术写生

创作展”（山东省日 照 市 美 术 馆）、“ 第

二 届 岭 南 美 术 节 系 列 展 览 ”（岭 南 美

术 馆）、“ 靳 尚 谊 与 中 国 油 画 研 究 展 ”

（莞 城 美 术 馆）、“ 换 位 思 考展”（广东

时代美术馆）、“小运动：当代艺术中的

自我实践”（OCT 当代艺 术 中 心）、“ 第

二届重庆青年美术双年展”（重庆美术

馆、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 陇山·陇

水·陇 人—— 第 四 届 甘 肃 省 专 业 画 院

作品展”（甘肃美术馆）。

优秀公共教育和推广项目包括：“童

心·创想——第八届‘我在中国美术馆画

画儿’系列少儿教育活动”（中国美术

馆）、“人文之声——何香凝美术馆系列

学术讲座”（何香凝美术馆）、“‘意大利乌

菲齐博物馆珍藏展’暨教育部、文化部、

财政部 2011 年‘高雅艺术进校园’系列

公共教育活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新中国美术经典——再现收租院大型

雕塑展”（炎黄艺术馆）、“爱在蓝天下”

（北京中间美术馆）、“国家重大历史题材

美术创作工程作品石家庄巡回展”（石家

庄市美术馆）、“与艺术对话——上海美

术馆美术教育展”（上海美术馆）、“牵手

美术——美育卡系列活动”（上海市徐汇

区艺术馆）、“当代艺术进社区——流动

美术馆”（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印象

半亩方塘——美术馆少年儿童公共教育

活动”（福建省美术馆）、“厦门美术馆美

术大篷车工程”（厦门市美术馆）、“一切

为了观众——山东省美术馆创新《光辉

的历程》经典美术作品展”（山东省美术

馆）、“2011 年州美术馆‘走进美术馆’系

列少儿美术活动”（郑州美术馆）、“中国

当代艺术大讲坛”（河南省美术馆）、“今

日中国画——湖北高校三人组论辩”（湖

北美术馆）、“把武汉画在地铁里——武

汉中小学生绘画作品征集活动”（武汉美

术馆）、“启蒙的艺术——广州市北部山

区未成年人艺术帮扶活动”（广州艺术博

物院）、“心·路：五彩基金艺术展暨纪录

片《时间》展映”（深圳美术馆）、“‘四方沙

龙’系列学术公益讲座”（深圳市关山月

美术馆）、“词场—诗歌计划 2011——中

国当代艺术与诗歌第一回展览”（深圳

华·美术馆）。

经过专家评审委员会的认真评审，

并报文化部审核通过，共有 21 个项目入

选 2011 年全国画院优秀创作研究扶持

计划，其中创作类项目 15 个，研究类项

目 6 个，对于入选项目文化部予以奖励

性扶持。

创作类项目包括：“彩绘苍原——西

北、西南系列写生采风创作活动”（中国

国家画院）、“ 中国西部题材雕塑创作

研 究 ”（中 国 艺 术 研 究 院 、中 国 雕 塑

院）、“ 新视线——新津派学术推介展

（天津、上海 2011）”（天津画院）、“三晋

风格——年度学术采风、创作美术作品

展览”（山西画院）、“上海历史文脉美术

创作工程中国画创作项目”（上海中国画

院）、“新杭州——‘三江两岸’油画名家

精品展”（杭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杭

州画院）、“ 安徽省重大历史题材美术

创作工程”（安徽省书画院）、“ 瓷话鄱

湖——江西美术家瓷上绘画作品创作”

（江西画院）、“‘情系神农架’大型美术创

作项目”（湖北省美术院）、“具象与表达：

武汉画院系列主题创作暨 2011 年中国

美术馆成果汇报展”（武汉画院）、“水墨·
双城——第三届深港水墨交流展”（深圳

画院）、“夏鲁·旺堆唐卡创作及展览”（西

藏自治区书画院）、“含英咀华——甘肃

中青年美术家创作作品系列展”（甘肃画

院）、“中国·阿拉伯美术创作、研讨与交

流项目”（宁夏书画院）、“新疆好·新疆美

术作品展”（新疆画院）。

研究类项目包括：“齐白石艺术研

究”（北京画院）、“大师的时代情怀——

陆俨少人物作品展及艺术研讨”（上海

中国画院）、“梅清与宣城画派研究”（安

徽省宣城市书画院）、“水墨漫画研究”

（安陆市文化馆、安陆市水墨漫画院）、

“辛亥革命在重庆——大型历史组画创

作研究”（重庆画院）、“用创意产业推动

贵州民间工艺美术的传承和发展”（贵

州画院）。

郑燮（1693—1765），号板桥，江苏

兴化人。擅诗词、书法、绘画，个性鲜明，

不随世俗，具有革新精神，是“扬州八怪”

最杰出的代表。他主张诗、书、画、印相

结合的综合艺术，学习前人，但不为前人

所拘泥。

郑板桥一生最爱画竹，常以兰、竹、

石为题材创作，用他的话说：“一兰一竹

一石，有节有香有骨。”他还十分注重写

生，对兰、竹细心观察，深入研究。他写

道：“盖竹之体，瘦劲孤高，枝枝傲霜，节

节干霄，有似乎士君子豪气凌云，不为俗

屈……”着意于表达竹的意气，为竹写

神，赞其品格。他画兰，甚至不远千里，

到深山丛林中体察兰花的生长环境和性

情。他发现，兰花的叶短时花香极盛，叶

茂密时花朵则疏而淡，并将这一发现表

现于画中。他认为石与兰、竹有共同的

环境，应互为伴生，共同生长，因此多将

之同时画于一幅图上，称为《兰竹石图》。

此幅《兰竹石图》据考证为郑板桥70岁

时所画，此图现藏于山西博物院。以书

法用笔绘兰竹，墨色浓淡相衬，画面疏密

有致，豪放潇洒，充满生机。

全图由简劲的笔锋，勾勒出坚硬的

岩石，基本无皴擦，不点苔。竹枝不高，

竹干极细，但不脆弱，傲然自若。石缝

间，一丛丛分散的兰花生机蓬勃，意趣横

生，以浓墨草书之中竖笔法，画出兰叶阳

面，以淡墨书法之技画出兰叶阴面，形成

了多而不乱、少而不疏的兰叶，加之如蝴

蝶纷飞的花朵，似能闻到兰花之幽香。

郑板桥于题跋中写道：“索画者必有

来意，某处画兰，某处画竹，某处画石，而

作画者又倔强不依此，两两所以背谬也。

殊不知即其所索之中依其位置而略为剪

裁，稍加伸缩，既不失主人意指，而亦不愧

自家笔墨，顾不美乎……吾之此画亦只是

兰竹石，而绝不与众家同，亦不与自家同，

或亦有匠心焉。”这也表明郑板桥追求艺

术创新，不愿与他人雷同，也不愿重复自

己、止步不前，从中也可窥见其在艺术上

颇有成就之因，或可为今人鉴。

书法安安静静的一面被忽略了
——访书法家孙鹤

本报记者 续鸿明

2011年全国美术馆、画院扶持计划入选项目公布
美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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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板桥作品《兰竹石图》（山西博物院藏）

汉
柏
（
国
画
）

张
宝
珠

翁同龢诗 孙 鹤 书

3 月下旬，应中国文字博物馆之邀，中国

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书法家孙鹤赴河南

安阳举办了个人书法展。展览取名为“清心

玉映”，这也是孙鹤的斋室号，清新雅致，透

露着书者的性情和志向。主办方在展览前

言中写道：“孙鹤教授是一位笔墨纯熟精粹

的书家，更是一位以文人之内在持守自律的

严肃学者。她的作品具有一种深心毫素的

兴寄之意和于寂寞处求音的旷远清淑之美，

如屈子泽畔孤吟，仲宣登楼作赋，风人之旨

皆有深寄焉。明乎此，我们才可以进入她的

书法世界。”不久，孙鹤书法展将移至河南省

文博院展出。

孙鹤，字用谦，祖籍河南开封，中国书

法家协会会员，是我国为数不多的书法女

博士之一，也是中央美术学院建院后第一

位书法博士后。此次展览汇集了孙鹤的

69 幅新作，书体包括小草书、行书、楷书，

书写内容大致有三类：一是自作文章的书

录，二是琴人琴史的选摘，三是她感触于

心的琴诗美文。

“我书写的内容都是我日常生活的反

映，比如，读琴史看到有令人发省的地方，就

会顺手笔录，手边有大纸就多写点，有小纸

就少写点，很自然，没有设计，当时也没想将

来展览给人看，就是一种本真性情的自然流

露。”孙鹤半是认真半是幽默地说：“我是一

个‘闭门造车’的人，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好

比繁华闹市之外一个穷乡僻壤的村妇，交通

不发达，我在这儿自斫自凿地打造一个器

物，搬出来给大家看看。”

孙鹤幼受庭训，痴爱书法，本科阶段学习

历史专业，硕士研究生阶段学习汉语言文字学

专业，博士研究生阶段选择了书法艺术，再走

进中央美术学院做了书法方向的博士后，之后

进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书法，走了一条不同

于他人的学习、成长道路——不是从书法到

书法，而是从历史、文字到书法。她说：“虽

然我学书法起步很早，但我始终没有把书法

当做我眼下必须直接达到的目的，基本的思

路是‘以学养书、以书促学’。我担心的是

以技术求技术，反而远离了书法的人文精

神本质。”

从小学三年级师从刘庚三先生学习书

法起，孙鹤有缘请益于柳亚子高足李白凤、

胡小石弟子高文、文学史家程千帆等大学

者，他们的人品修为和精神力量形成一种强

大的磁场，让她濡染其中，受益良多。

曾经指导过孙鹤的书法家宗致远说：

“孙鹤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和艺术家，在她身

上有一种古代以及民国文人的气质和精神，

这与她多年来一直浸染国学并受到周围老

一代大文人的熏陶有关。这很自然地使她

与当代书法界的躁动产生一种隔膜，一直处

于板凳十年冷的状态，于是就自然生成一种

寻常书家所没有的静寂的心境。”孙鹤的博

士后导师邱振中认为，她的书法没有矫饰和

炫技的成分，具有迥异于他人的气质。中国

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董琨说“孙鹤

的书法在法度和性情上有了很好的结合”。

书法家梁培先称“孙鹤教授的书法在当代的

出现完全是个异数”。她从不以书家自诩，

而是把书法当做一种文人修为的手段，借书

法表达文心，借书法寄托人生。

对于书法教育的模式、书法传承的主

脉，孙鹤有着自己清晰的思考和判断。她认

为，民国时期胡小石先生在金陵大学开创的

研究生书法教育模式，仍然值得今天借鉴。

“从对文字的认识开始，回溯书法之源，理清

书体沿革的历史。胡小石先生有着中国文

人全面的修养，他的高足高文、游寿、曾昭燏

等，或在文献学，或在考古学，或在史学等领

域，都是极为出色的大家，同时他们的书法

具有独特的文人清雅之气质。他们都没有

以书家作为自己的主要社会形象，而是以学

术作为一生追求的目标，他们在书法上的训

练是严格按照胡小石先生的引导来做的。

我感觉，胡小石先生培养人才的极高成功

率，实际上已经说明了进入现当代教育体系

之后书法教育的方向应该是什么。”

“我们看三大书家——王羲之、颜真卿、

苏轼，他们都有社会身份，无论是文官还是

武将，他们的文人素养和高度在那里，在他

们的书法里都流露出文人气象，非常值得后

人学习。前人经过千余年的实践，早已经证

明了研习书法有一条成熟的路径，就是书法

的内质要表现文化，对文化、学术有一定的

认识和积累，加上个人的性情，书法自然会

有不俗的气息。”孙鹤坚信，书法传承应该沿

着不脱离传统文化之根脉的方向往前走。

令孙鹤常常尴尬的是，很多大学者表示

“看不懂现在的书法”。“你说这是书法的悲

剧，还是文人自己的悲剧？书法本身是跟文

人不能分割的。我们把书法玩到哪里去

了？一部分人愿意把它玩成纯粹的视觉艺

术，我不反对这种玩法，但我个人不这么对

待书法。在大家都蜂拥而至向视觉冲击力、

造型变化不遗余力地努力的时候，书法安安

静静的一面被忽略了，这是一种遗憾。”孙鹤

为此感到无奈，但她自己一直有坚定的方

向，这就是将书法放在学术的基础上，绝不

追逐时风。她所主持研究的国家级艺术科

学的课题和教育部科研课题均已顺利结项

并获好评，已经说明了她在行动上对学术方

向的坚持。

古代文人讲究“左琴右书”，其实是用不

同的艺术形式诠释传统文化，它们之间相通

并 互 相 促 进 。 孙 鹤 在 书 写 之 余 ，最 爱 抚

琴。她说：“ 古琴和其他乐器的表现性是

不一样的，它更文人化，而且古琴是弹给

自己听的。‘琴者，禁也’，一旦坐在古琴前

开始弹琴的时候，其实就在规范和约束自

己了，这是一个人的自修内省的方式。书

法也是如此。”

此次展览中，孙鹤还写了谭嗣同的琴

铭。在她眼中，谭嗣同是一个读书人，是一

个琴人，更是一个勇士，戊戌变法失败后他

能跑却不跑，故意自投罗网，是用自己的鲜

血来证明一个真理，引导一种思考。“谭嗣同

的书法也很好，是用魏碑刻的琴铭。从他的

身上我们能感觉到一种精神，就是读书人对

于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担当和勇于献身的

精神，这是传统文人留给我们的珍贵的精神

财富。”

孙鹤以书法为专业，却又游离于书法圈

之外，一直按照 自 己 的 节 奏 和 方 式 生 活。

程千帆先生弟子、南京大学教授莫砺锋这

样 形 容 孙 鹤 ：“ 于 举 世 奔 竞 ，熙 来 攘 往 之

时，一位天寒翠袖，自倚修竹者。”这并非

孙鹤刻意追求的状态，而是她天性志趣的

真实表现。书如其人，她的书法墨迹可以

说明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