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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树

南京人爱梅到了极致，植梅赏梅，历经六朝而不

衰。每当春季梅花盛开之时，近郊的梅花山上粉黛旖

旎，漫山遍野一片香雪之海。许是这个原因，自古金

陵画派中就不乏善画梅花的高手，而今又有一位青年

画家韩显红脱颖而出，他是“金陵双清”之一。

韩显红的画梅之作脱离了传统梅花创作的桎梏，

既无“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枯秀清

瘦，也无“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的孤高自傲，而是

一种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大气卓然。画面笔意流

畅，气韵、意境、精神化为了一个整体，枯笔勾皴，横笔

皴擦，虚虚实实，将静态的梅枝老干、馨香点点，化为

一种流淌的鲜活跃然纸上，酣畅淋漓，有着强烈的时

代气息。

韩显红认为：“意境是主客观各方面因素熔铸的

产物。”因此，他常在梅林中深入生活，体察炼意，在特

殊境界中寻找诗情画意，着意营造，使作品的内涵更

加丰富饱满。韩显红笔下的梅花清幽香袭，风骨超

逸。他的梅花以书法入画雄浑华滋，有一种浑然天成

的宏大意境，既不同于古人画梅，又与今人画梅拉开

了距离，形成了别开生面的画梅风格。

唐代张彦远说：“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

笔。”后世画家将笔、墨并列看做艺术之归宿，明末的恽

南田认为“气韵藏于笔墨，笔墨都成气韵”。韩显红继承

发扬的正是这种内美与外美、精神与笔墨的统一。他认

为，要创作出好的作品，才、德、勤、修养缺一不可。这也

使他在画梅花时，更有悟性，更有创意，更好更灵活地运

用技巧，营造氛围。“画梅须具梅气骨，人与梅花一样

清”，韩显红在梅花身上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

本报讯 4 月 8 日，“2012 中

国写实油画展”在浙江苏州画院

美术馆开幕，作为首届“苏州·金

鸡湖双年展”的首展，展出了 20

多位优秀中青年油画家的百余

件作品。

苏州画院院长沈威峰表示，

该展以写实的绘画风格为主导，参

展艺术家充分运用油画这一艺术

载体来传达关爱人生、关注社会和

谐的主题，诠释了画中之景与画外

之意完美融合的“至美之境”。

此外，写 实 油 画 家 刘 延 明、

姜珊、袁冬在画展现场被聘为苏

州画院画家。画展将持续至 5 月

20 日。 （美 周）

本报讯 4 月1日至15日，艺

术家闫永军2012年个人作品展“想

入非非”在京举办，共展出作品 83

幅。有趣的是，艺术家把自己也放

入画中，带着红领巾的他“穿越”在

梦幻般的世界里。其作品温情、

顽皮而浪漫。闫永军现为河北省

邯郸学院美术系教授。（朱北群）

本报讯 4 月 8 日，由中国新

闻 摄 影 学 会 、解 放 军 总 装 备 部

工程设计研究总院联合主办的

“ 林 杰 神 山 圣 湖 全 景 宽 幅 摄 影

展”在北京饭店船艺术馆举行，

展出军旅摄影爱好者林杰的 42

幅山水摄影长卷。每幅作品高

1 米，长 均 在 10 米 以 上，最 长 达

18 米。

林杰毕 业 于 清 华 大 学 土 木

系，是总装备部工程设计研究总

院的工程师、现役文职科技干部，

爱 好 摄 影 。15 年 间 他 曾 8 次 进

藏，不畏艰险，奔波守候于神山圣

湖间，捕捉到无数个精彩瞬间。

（林 杉）

“书画与工具研讨会”在京举办

本报讯 （实习记者徐梦菲）

由中国农民书画研究会主办的

“首届书画与工具研讨会”日前在

京举行。围绕“传承中国优良传

统工艺，打造质优价廉的书画工

具”主题，与会的数十位书画艺术

家、书画爱好者和毛笔制作技艺

传承人进行了交流讨论。

中国文房四宝协会会长郭海

棠在介绍制笔行业现状时说，粗

制 滥 造 扰 乱 了 书 画 工 具 市 场 ，

从 业 者 工 资 低 微 ，全 国 从 事 毛

笔 制 作 的 人 员 不 到 8000 人 ，毛

笔 技 艺 的 传 承 发 展 任 重 道 远 。

据中国农民书画研究会会长徐

静 介 绍 ，为 防 止 毛 笔 制 作 技 艺

传 承 人 的 缺 失 ，中 国 农 民 书 画

研究会教育培训部将联合各书

画艺术单位、制笔单位、地方政

府 以 及 个 体 手 工 作 坊 ，设 立 培

训 机 构 ，培 训 毛 笔 制 作 技 艺 传

承 人 。 同 时 ，研 究 会 拟 筹 建 毛

笔 制 作 技 艺 研 究 委 员 会 。 会

上 ，该 培 训 部 部 长 马 洪 民 还 介

绍了对毛笔制作工艺有所创新

的“湖笔京做”的新概念。

李德茂山水墨竹艺术巡展在京启动
本报讯 春暖花开，翠竹清

韵。由中国艺术创作院、北京红

杜鹃文化艺术中心主办的“扬中

华气节，铸民族脊梁”李德茂山水

墨竹艺术巡展日前在京启动。

李德茂，1960 年生于山东潍

坊，毕业于山东大学美术系。现

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协会

员。 潜心书画艺术 30 余年，在认

真学习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专注

于山水墨竹的研究与创作，融山

水、墨竹、花鸟艺术于一体，作品

章法严谨，形神兼备，格调新颖，

清新挺拔，气韵流畅。

据此 次 活 动 总 策 划 徐 友 金

介绍，巡展将坚持艺术为基层、

为人民、为实践服务，用 3 个月的

时间，奔赴全国部分革命老区、

少数民族地区和偏远的中小城

市进行艺术展览和学术交流，以

传承中华文化，倡导中华文明，

增强民族精神，为推动基层的文

化建设，促进书画艺术繁荣发展

做一份贡献。 （亦 言）

林杰“神山圣湖”摄影展在京举行

闫永军画展“想入非非”

“苏州·金鸡湖双年展”首展开幕

“铁岭集‘雅俗文化’于一体，

俗者有赵本山的小品，雅则首推杨

一墨的指画。”著名评论家孙克说

道。4 月 7 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

幕的“指点山河——杨一墨艺术

展”上，展出了百余件杨一墨作品，

题材涉及花鸟、人物、山水，既有大

幅巨制也有清新小品，尤其是为数

众多的指画作品，反映了指画艺术

在当代的传承，令人眼前一亮。

所谓手指画，就是以指掌作

画，蘸墨于宣纸之上，依据线条之

精细各异，分别运用指甲、指肚、指

背、腕、肘等部位完成画作，有些像

运用了国画技法的“行为艺术”。

毛笔作画尚且需要诸多修炼，何况

以手指作画？ 指画发展至清代为

高峰，此后渐趋式微。从事手指画

创作的人越来越少，近代则仅限潘

天寿、钱松喦等名家。

铁岭是清代著名画家高其佩

的故乡，也是指画的渊薮。杨一

墨远承衣钵，复兴家乡的艺术传

统。虽然起步较晚，然而勤奋执

着，广 泛 取 法 前 贤，多 方 吸 取 营

养。其指墨拙简中求酣畅，恣肆

中求苍茫，劲峭中含深厚，繁复中

现 灵 透，仿 佛 信 手 拈 来，无 所 拘

束，实乃厚积而薄发，一派新境。

比如他学习黄宾虹和傅抱石之积

墨和墨韵之长，但又不局限于积

墨的浑厚苍茫，指趣墨韵，斑驳陆

离，山水画力图摆脱前人的意境

和图式，但是通过广泛深入生活，

师古人、师造化，大量写生，力图

开掘前人不曾体味之时代新象。

如积10余年之功而成的《指墨

富春山居图卷》保持了原画的结构

与基本图像，但将古人的毛笔作品

转换为指墨作品，反映了对两种语

言的把握和驾驭能力。而在巨幅指

画作品《兰亭修禊图》中，他将41位

东晋达人雅士在会稽山阴的兰亭溪

边为流觞曲水而戏的各种情态，一

一以指画绘之，尽显绰约飘逸之美，

集巧拙灵变与大场面布局于一身，

反映了他在描绘人物、山水方面的

综合素养。《钟馗册页》中钟馗形

象、动作各异，颇见指腕之功。而

几幅描绘辽北象牙山的梨花香雪

海之作，以写实山水的焦点透视，

处理繁复的花海空间，变沉郁华滋

为清新淡雅，亦令人印象深刻。

据了解，近年来，辽宁省铁岭

市政府也对指画采取了一系列的

保护措施，不仅通过征集论文等

形式对该市指画艺术进行较为全

面的记录和展示，还成立了手指

画研究会，举办相关展览及研讨

会 ，并 筹 备 建 立 高 其 佩 纪 念 馆

等。目前，“铁岭指画”已是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画艺术的传

承需要更多热心人士的推动，杨

一墨身边有一批这样的爱好者，

他们正在不断努力。

画梅须具梅气骨
蒯 天

张光宇是谁？今天即便是从事美术

工作的人，知道这个名字的恐怕也寥寥

无几。1992 年，著名画家叶浅予撰文呼

吁“宣传张光宇刻不容缓”；20 年的今

天，张光宇和他的艺术依然是寂寞的，已

被这个喧嚣的时代遗忘了。

张光宇先生的故交、著名画家张仃

生前说：“张光宇是当代中国伟大的艺术

家。他逝世多年，但他的艺术还没有被

社会充分认识，没有得到弘扬，没有得到

公正的评价。我一直认为张光宇作品的

影响力决不小于齐白石、黄宾虹，他在漫

画、装饰画、艺术设计上是一面旗帜。我

认为张光宇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功绩可以

与齐、黄并举。”

幸 运 的 是 ，还 有 一 些 人 没 有 忘 记

他。黄苗子去年在获得“中华艺文奖”

后，将所颁奖金 100 万元悉数捐给人民

美术出版社，用于《张光宇集》的出版和

宣传推广，他说这是众好友的夙愿，“此

奖应属于引我上路的张光宇先生”。百

雅轩总裁李大钧则是张光宇的隔代知

音，他说：“时代，需要不需要重视张光宇

先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此，他集合

了一批研究张光宇艺术的学者、专家，以

一个民营艺术机构的魄力和效率，组织了

一次极其精彩的“张光宇艺术回顾展”。

千幅精品还原张光宇

4 月 1 日至 4 月 25 日在百雅轩 798 艺

术中心亮相的“张光宇艺术回顾展”，汇

集了张光宇的 1000 余幅艺术作品，包括

漫画、水彩、水墨、素描、速写、插图、连环

画、壁画草图等绘画作品，还有动漫设

计、邮票设计、图书设计、家具设计等设

计手稿，以及张光宇的珍贵照片、文献资

料等，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宝

库。张光宇的代表作《西游漫记》、《大闹

天宫》、《民间情歌》、《神笔马良》、《杜甫

传》、《孔雀姑娘》、《金瓶梅人物论》、《刘

三姐》、《朱八戒漫游香港记》以及上世纪

30 至 50 年 代 的 大 量 漫 画 原 稿 汇 聚 一

堂。另外，张光宇最大幅的装饰性绘画

力作《北京之春》也在展览中露面。此次

展览综合、多元、全面地体现了这位 20

世纪美术大师的艺术成就，许多作品是

第一次公布给社会。

“张光宇艺术回顾展”是百雅轩文化

艺术机构筹措两年的展览。黄苗子生前

力主为谊兼师友的张光宇举办展览，遗

憾的是老人未能等到展览开幕。黄苗子

的儿子黄大刚、儿媳唐薇教授历经多年

收集整理，编辑出版了《张光宇文集》。

展览得到了张光宇所有子女的全力支

持，借出了包括家中正在使用的张光宇

设计的家具在内的全部作品。

张光宇是中国动漫事业的前驱，他

从 20 年 代 起 为《上 海 漫 画》、《时 代 漫

画》、《十日谈》、《独立漫画》、《万象》、《漫

画界》、《泼克》等许多杂志创作大量漫

画，1945 年创作的《西游漫记》是世界动

漫艺术的经典作品。《大闹天宫》是中国

的第一部彩色动画长片，张光宇担任此

动画片的美术设计工作，在今天看来也

可谓“绝对经典”。为了宣传张光宇在中

国动漫前驱地位，百雅轩特别设计了

《大闹天宫》主题展厅。

“张光宇艺术回顾展”是百雅轩推广

艺术大师计划的一项重要工程。2011

年，黄苗子曾在病房中对李大钧说，我们

应该有一个文艺界的诺贝尔奖，用张光

宇命名。展览组委会希望通过此次展览

能够弘扬张光宇的艺术精神，呼吁社会

重视张光宇的研究，设立张光宇艺术纪

念馆。希望将此次展览延续成全国巡

展，并走向国际。

“张光宇是亚洲的骄傲”

1900 年，张光宇生于江苏无锡。14

岁时来到上海，学画布景。18 岁开始在

《世界画报》发表钢笔画。20 岁那年，他

与三弟张正宇开设了小型美术印刷厂，

开始创作漫画和讽刺画。1933 年，张光

宇创作的《紫石街》被徐悲鸿带往苏联展

出，引起轰动。次年，张光宇 34 岁时，创

办了《时代漫画》、《时代画报》和《独立漫

画》，同时在《三月画报》、《上海漫画》等

报刊发表漫画作品。

张光宇的艺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涉猎广泛。除了漫画以外，他搞木刻，画

国画，创作水彩、油画、壁画，进行服装设

计、装帧设计、海报设计、家具设计，还搞

过火花、邮票设计，简直可以说包罗万

象，蔚为大观。当年在上海的艺术世界，

张光宇光芒四射，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

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1965 年，张光宇以 65 岁的年龄过早

去世。由于时代和历史的误会，张光宇

在中国现代艺术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和

影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画家叶浅予曾说：“我最早认识的漫

画家是张光宇。他一直是我心目中最有

威望的艺术家兼大哥。30 年代，对上海

同仁画报支持最力、功勋最大的人就是

张光宇。张光宇是属于全社会的，应该

让社会给予他应有的评价。”“既然在他

影响之下已经形成一个流派，就应该开

始系统地整理和研究。对他的大力宣传

也是刻不容缓。”

漫画家廖冰兄认为张光宇是“辟新

路者”。他说：“光宇过早地走了，这自然

要令后人叹息，但更令人感慨的，还是对

这样一位启后来者端绪的大家至今没有

一种公正、全面、客观的评价。辟新路者，

为真正的大师，光宇于此是当之无愧的。”

张仃说：“张光宇是亚洲的骄傲。全

世界都知道《大闹天宫》，却不知道人物

造型的创作者是他。他在美术领域的方

方面面播撒了装饰艺术的种子，开创了

装饰艺术的学派。”

漫画家丁聪说：“张光宇比我大 16

岁。张光宇与我的关系，不在于他怎么

教我，而在于潜移默化。我的欣赏趣味，

完全是受他的影响。张光宇是个纯粹的

艺术家。对做官没兴趣，对成名不在乎，

来不来钱也无所谓。我想只有高格调的

人品，才能创造高品位的艺术。张光宇

对我来说，就是一所学校。”

画家袁运甫认为，张光宇是“大美

术”事业家，是中国 20 世纪最具重要影

响的杰出艺术家之一。“当今的中国，适

逢社会审美消费量与质量激增之形势，

装饰艺术欣逢其时，我们备感研究、学

习、倡导光宇老师艺术精神的重要性和

迫切性。”

李大钧认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

华民族面临的是一个民族危亡和民族抗

争期，特殊的时代环境，造就了包括张光

宇先生在内的一批文化巨匠、艺术大

师。在那个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刚健有为

的时代，光宇先生就像一面旗帜。了解

那个时代，光宇先生就像一本厚厚的百

科全书。毫无疑问，光宇先生留下了丰厚

的文化遗产。“在面对张光宇的时候，我们

还应知道，张光宇不是一个人，在他的身

边有一群人；张光宇不是一个点，他是一

座桥，一条路。希望社会掀起张光宇研

究的新风向，呼唤艺术大师的回归。”

重新发现张光宇

“张光宇艺术回顾展”开幕当天举办

了“张光宇艺术研讨会”，张光宇的众多

学生、艺术爱好者、媒体人士等共同怀念

这位长时间寂寞的艺术大师。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梁任生是张

光宇的学生，二人曾常有接触。梁任生

表示，张光宇先生是亚文化的创造者、继

承者和普及者，张光宇“深入学习自己国

家优秀的东西，研究古典，学习民族民间

艺术，重视文学，重视戏剧，尊重大家，深

入生活，重新看待自己，在艺术上寻找自

己的路”的观点至今影响着自己。

中央美院教授张世彦 1962 年于中

央美术学院毕业，他称自己是张光宇先

生的关门弟子，零距离得到张光宇面授

亲传，从张光宇先生身上得到了很多东

西。“张光宇先生说的每张画都要画二三

十个豆腐干大小的草图，在构思上拉出

距离，然后再选出三五个综合加工提炼

成为一个，最后才作为完成稿，这样的办

法我一直使用，效果非常好。”

批评家贾方舟认为，张光宇代表了

一个时代，“在《西游漫记》里面我们可

以看到在这样的时代的艺术家，他的思

考是如何和这个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今天应该倡导的就是这样一种张光

宇精神。”

中 国 艺 术 研 究 院 研 究 员 王 镛 说 ：

“张光宇的《西游漫记》等绘画作品是 20

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不朽杰作，是中国

现代艺术的经典范例，比现在中国大多

数当代艺术更现代更前卫，更富有批判

意识和审美价值，比中国现在流行的日

本式动漫更富有民族特色和艺术品位，

因此我认为张光宇不愧为中国现代艺

术的大家。”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祝重寿认

为，张光宇的艺术成就主要有两项，一是

装饰绘画，一是现代设计。“这跟他的成

才之路有关系，他没上过学，自学成才，

他没有受到学院派的污染，这一点我觉

得对于他的成才道路来说很有意义，也

反映了我们大学艺术教育问题。”

祝重寿还说，中国动画艺术不能跟

西方接轨，不能总是跟着日本、美国商业

卡通屁股后面跑，而必须走一条中国动

画艺术自己的道路，这方面张光宇先生

已经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的《大

闹天宫》是公认的世界动画经典，让中国

传统的装饰画动了起来，在世界动画艺

术中独树一帜，光彩夺目，我觉得这是我

们中国动画艺术发展的正道。

苍茫风云指腕生
——杨一墨的指画艺术

本报记者 严长元

一时被遗忘一时被遗忘 不会永久被遗忘不会永久被遗忘
——张光宇和他的中国式现代艺术

本报记者 续鸿明 李百灵

回声壁

■“太对了，太好了！这类节目的导向

本身有问题，是在进行文物炒作。对文物进

行现场估价，是引导人们把文物作为发财

的手段，负面影响很大。我并不反对文物

市场的正常交易，但如果在导向上将文物

与经济价值挂钩，这就是错误的行为。专

家可以鉴定文物的真假，更重要的是介绍

文物的文化价值，而不是给文物贴上价格

标签，专家有什么资格评这个价？文化价

值怎么能用钱衡量呢？”

——文物专家谢辰生谈“国家文物局限

制鉴宝节目现场估价”

不谈钱，不估价，专家还有劲头吗？观

众还有兴趣吗？鉴宝节目还会那么火吗？

衡量文物、艺术品的价值，并非只有“钱”这

一个标准。

■“从即日起，所有经营艺术品的商家，

都需要进行登记。到4月底，对所有登记的商

家进行统计，并输入江苏省艺术管理系统，发

放《艺术品经营单位备案登记证明》。今后如

果没有这个证明的，将按照艺术品市场管理条

例进行查处。在这次新规中，还有一个重要

的内容，就是画家不得自己售卖作品，必须通

过中介机构或者有经营许可的公司。”

——扬州市文广新局市场处处长王家

藻谈“商家需登记，画家禁自卖”

“商家需登记”，这个可监管；“画家禁自

卖”，这个怎么禁？明规则抵不过潜规则。所

谓艺术品新规，若不具操作性，就会变为一

纸空文。

■“照片不是绘画，绘画里面有形象、有

故事，好的绘画作品还须注重绘画表现力。

因此，没有一张照片能取代好的绘画。摄影

只会对低端绘画有影响。画家利用照片创

作时，会出现很劣质的画作。很多年轻人用

电脑做出的画，收藏界分不清，理论家也栽进

去了。画家可以使用照片，但如果好多画画

出来是纯粹照片效果，那就不如去照相了。”

——画家杨飞云说“没有一张照片能取

代好的绘画”

画家不必和照相机较劲儿。说实话，某

些写实绘画虽则纤毫毕现，但了无余味，远不

如照片简捷有力。

■“放眼艺术圈，艺术评论家们都在争

夺自己的战场，抢占自己的山头，每一个艺

术观点后面都是一盘生意，几个庄家……事

实上，很多艺术家都是投机客，只不过凑巧

在做艺术。就像许多艺术评论家都是生意

人，只不过凑巧在写艺术批评。生意人最重

要的是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建立有利于自

己的市场标准。许多艺术圈中人对于艺术

的意见只有两种：我的立场和错误的立场。”

——廖廖撰文《艺术评论家的幸与不幸》

说得太直白，不能委婉点？

续随子 点评

《神笔马良》之一 1955 年 张光宇

滚雪球（国画） 杨一墨

韩显红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