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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画院常务副院长卢禹舜主持

山东省文联党组书记于钦彦致开幕词

张宝珠致答谢词

刘明祖、杨晓阳、陈绶祥、卢禹舜、李荣海、刘曦林、刘龙庭、陈

玉圃、曾来德、于钦彦等为张宝珠画展剪彩
杨晓阳、陈玉圃、于钦彦、张宝珠在展览会上热烈交谈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在研讨会

上表示，山东是孔孟之乡，文化底蕴深厚，

山东更是在全国画坛取得较高成就的省

份之一。张宝珠的画作，有两方面的特

点，首先是格调高雅，丝毫没有商业气息；

其 次 是 画 作 很 写 意 ，运 笔 如 飞 、意 气 风

发。无论从画作结构、用色浓淡还是笔墨

分布上，都可以看出是画家潜心修炼的结

果。本次展览的专业水平很高，希望山东

画家的画作今后更上一层楼，为齐鲁大地

的文化传承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国国家画院常务副院长卢禹舜说：

“2008 年，宝珠先生在国家画院美术馆办

过一次展览，当时我感触就很深。时隔四

年，宝珠先生又在中国美术馆办展，让我

更加全面地感受到了他作品中独特的韵

味，领略到作品背后那种超拔豪迈的精神

气度和风骨。张宝珠师从黑伯龙、陈维信

先生，并深得马远、夏圭、明四家、清四王

及四僧之精髓。他从事山水画创作数十

年，积累了大量优秀的作品，并取得了丰

硕的研究成果，我想宝珠先生的境界形成

源于这几方面的滋养：首先是热爱传统、

尊重传统、研究传统。宝珠先生一直自觉

承担起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责任。因为

他对水墨这个最具民族精神特点的语言

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所以他的作品让

我们感受到的是对自然客观色彩的抽象

与升华，对五色斑斓尽写真情实景的超

越。他的每件作品都深刻地体现了他在

精神上的自由神畅和无限想象，使自然空

间与精神空间、视觉感受与内心体验有机

地统一了起来。宝珠先生笔下的山水、松

柏有咫尺万里的气势，这种境界离不开画

家与自然的浸润涵养、默领神会，也离不

开岁月流逝中画家丰富的人生感慨和独

特的生命体验。其次是热爱生活、感受生

活、拥抱生活。宝珠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地

在自然中临风思雨，光泰山就登临了 70 余

次。他始终自觉地践行‘师造化，得心源’

的艺术原则，始终践行贴近生活、贴近实

际 、贴 近 群 众 ，进 而 贴 近 心 灵 的 艺 术 主

张。再就是敢于创新、勇于创造。创新是

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灵魂，宝珠先生始终

以继承传统文脉、开拓创新的精神来指导

自己的艺术实践。他深知只有一代一代

把文脉传承下去，才能建立适应当代需求

的标准、价值导向。”

作为济南老乡，又同为黑伯龙、陈维信的弟

子，天津南开大学教授、画家陈玉圃对张宝珠的

绘画艺术有着自己的理解：“张宝珠的画，作为

同行都会拍手叫好，可事实是，真正欣赏张宝珠

画的人——且不说能画这类传统绘画的人，现

在已经不多了，想起来有点凄凉，颇有些恨知

音之稀。绘画的灵魂就是真性情，如果绘画没

有真性情，那就不叫画。刚才绶祥兄说的那个

‘东西’，我来翻译一下，就是‘物象’，也就是物

形，很多人拘泥于物形。画家心中的‘画’，就

是他的真性情，即他对世界的理解，对人生的

理解。”

陈玉圃说：“中国绘画植根于中国文化，中

国文化最终落实在人的真性情上，宝珠的画是

有灵魂的。他之所以能到这个状态，除了用功

之外，更得力于他的秉性。如果让我评价宝珠

的画，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就是‘大气’。可以用

笔力扛鼎来形容。例如那个八尺的竖幅松柏，

构成树干的线，一条线起码一米多长，却给人感

觉是一气呵成。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举重

若轻，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要把文人的笔

墨韵味放大到一张八尺的画上，一条线就那么

长，需要几十年的锤炼和功夫。在这一点上，宝

珠的确功力惊人。年轻的时候我就佩服宝珠，

佩服他的线条结实，老师陈维信先生也说画得

有力。我经常说张宝珠是一个天才画家，他未

必读了那么多书，但是好多读了很多书的人未

必能赶上他，这是他天性使然，体现了他内心的

真实，体现了古意。黑（伯龙）老师曾经对我说

过，不要学老师，要学老师的老师，学老师的老

师就是学传统。我现在有更深一点的理解，‘老

师的老师’就是丰厚的中国文化，丰厚的中国文

化归根到最后就是内心的真诚，所以艺术的灵

魂是真诚，这一点我为宝珠的绘画感到高兴。”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在开幕式上讲话

自觉承担起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责任

画家吴悦石表达了自己对张宝珠书画艺术

的认识：宝珠兄与余同庚，山东画坛巨擘。“我喜

欢宝珠兄之豪气与厚重。宝珠兄擅山水，用笔

雄健，纵横跌宕，如壮士挽弓，神足气满。状物

在形骸之外，写意应三昧之中，信手拈来，极为

生动。笔之妙借乎水，笔墨借水以生变，开化之

中变幻无穷，故气韵别生、莫测其玄。气势贵乎

开合，宝珠兄之作不拘大小，俱得三远之妙，激

荡心胸，神随画生，是画家之块垒，是观者之共

鸣。好画共赏，怡悦心神。”

中国画研究院副研究员、画家赵立忠说：

“看宝珠的画，感到很清新、很别致。宝珠的画

确实继承了传统文人画的精华，不仅温润而且

淡雅。他以水墨为上，画得比较天真，很流动、

很传神、很轻松、很活泼。宝珠画面的题字不太

多，但书法很好，并且和他画面的用笔协调一

致、浑然一体。我比较欣赏他册页、扇面的一些

小松树，你看那些树干，画得那么苍老，松针是

很随意地点了几点，点得恰到好处。他的水和

石头也很融洽和谐。山东是一个美术大省，有

一个很好的美术平台，这个平台很大，人也很

多，但很可惜个高的不多、突出的不多，宝珠在

这方面，在继承传统文人画优秀传统这一方面，

我认为是比较突出的。”

人民美术出版社副编审、画家刘龙庭由衷

地说：“宝珠的画，我在 20 年前看过，这次又有耳

目一新的感觉，有‘元气淋漓障犹湿，真宰上诉

天应泣’的诗境。宝珠的画继承了黑伯龙先生

的优良传统。他的笔墨比较活、不呆板，笔精墨

妙、气象万千。笔法很活、很流畅，里面的山水

云气真有笔走龙蛇之感，把松柏的精神画出来

了。宝珠小画的章法更完整、更精致、更静气、

更有诗韵。另外，宝珠在书法上也下过很大的

工夫。总的来说，宝珠的山水画笔墨奔放、大气

磅礴、水墨淋漓，真正达到元气淋漓障犹湿的境

界，很有特点。黑伯龙老师的绘画艺术经由张

宝珠得到发扬光大。这次画展表明，张宝珠给

我们山东争了光。”

艺术理论家、画家梅墨生认为，张宝珠的画

整体风格很成熟，2008 年时大体风格已经形成，

这次他的作品以小品、册页为主，并有很多变

化，每一幅的构图、立意，或者说每一幅的结构、

空间都力求不重复、有变化。这显示了张宝珠

在处理画面上的才能，体现了他在中国画的气

韵、气势、技能等方面的才情和功夫。他的作

品比原来的更显精微、精致、严谨了，艺术上的

锤炼更多了一些。他的画有一种写意的味道，

有一种元气淋漓的精神，这是很宝贵的，也是

很独到的。张宝珠大幅小品都能为，大作品有

气势，小品很精彩，能放能收，体现了他艺术上

的能力。

而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院执行院长、画

家曾来德表示，张宝珠越画越有自己的心得体

会，越画越有自己的风格面貌。从其笔线纵横、

气宇轩昂的作品中，能感受到他的自信和自强，

体验到一种苍浑挺拔的生命气象。应该说，这

种风格的作品并不好画，因为“大”就容易空、

松、散，可是他的作品——特别是大画，还是凝

神聚气的，常在豪放中注重精到的体现。在中

国美术馆的这个展览可以叫做“松柏精神”或者

“松柏境界”，松树苍韧、柏树丰腴，笔墨味道很

足，墨韵雅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传承传统文人画的精华

艺术的灵魂就是内心真诚的映现

《国泰民安》（7.4 米×2.8 米）

《汉柏》《山深松媚》

《心迹江湖浮名远》

元气淋漓障犹湿元气淋漓障犹湿 墨至酣处见赤诚墨至酣处见赤诚
张宝珠中国画展暨艺术研讨会在中国美术馆成功举办张宝珠中国画展暨艺术研讨会在中国美术馆成功举办

【张宝珠简介】

张宝珠,字还浦,号苍斋主人,1945 年生于山东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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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 年代师从黑伯龙、陈维信、许麟庐先生，孜孜于笔耕墨田

五十载。

坚持中国传统山水画思维方式

由山东省文化厅、山东省文联、山东省美协主办的“张宝珠中国画展”于3月

23日至4月2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画展共展出了著名画家张宝珠近年来新

创作的山水画精品80余幅，既有巨幅、长卷，也有扇面、小品，主要以反映山东名

胜泰山、三孔之风貌为主，亦有黄山烟云变幻，气势恢宏、气韵生动、笔墨淋漓、意

境深远，是作者大写意山水画独特风貌的一次集中展示。特别是对松柏的刻画极

为生动，或昂然挺立、捧日携云，或踞壁斜飞、巨柯婆娑，或宏龙腾飞、巨蟒盘旋，自

然风神跃然纸上。而小品则笔致简逸、墨法浅淡、构静幽远、咫尺千里，呈现婉约、

优雅、含蓄、高古之意象。

展览期间还举办了张宝珠艺术研讨会，与会者有杨晓阳、卢禹舜、吴悦石、陈

绶祥、刘曦林、刘龙庭等当代艺术界名家数十人。大家分别就张宝珠的绘画艺术

以及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画艺术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学者、画家陈绶祥看了展览比较激动，他表示：

“山东人最好的地方就是在最朴质处见精神。”陈绶

祥认为，张宝珠的作品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他画

的是“画”，不是“东西”。中国绘画没有“东西”的功

能，而现在人看画，却总是考虑东西的功能、钱的功

能，取代绘画的功能。不要小看这个平常的道理，

很多人一辈子都悟不到——画了一辈子，不是在画

画，是在画东西。第二，他画的是中国画。并不是

说，拿毛笔、宣纸绘画出来的就叫中国画了，中国画

包含了一系列的中国文化，最主要的是利用汉字、

汉语进行思维和观念传达，因此中国画的含义是中

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观念、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中

国人创造的材料元素以及中国人整个审美体系的

表达，它集中反映了中华文明的根。宝珠的绘画体

现了中国画的特征，他展示给我们的是中国画。第

三，宝珠先生是一个追求文人画风格、融会贯通了

诸多流派，并保存了自己流派风格的画家。他从元

人入手，从明人出来，笔墨应用自如，给我们提供了

一个能看到的新流派。

在陈绶祥看来，现在大部分画家作品题材相对

集中，题材相对集中的前提是对观念的充分解读和

拥有全新的社会文化观点。郑板桥提出画竹者胸

有成竹的概念，他有了对竹子更深的理解，有了“画

到生时是熟时”的画论，有了“一枝一叶总关情”的

体验，有了很多关于竹子的新发现，才敢画竹子。

张宝珠对松柏有哪些新的解读呢？希望张宝珠能

在这方面进行一些突破。突破有两条路可走，一条

是外求，即曹雪芹那种客观的思考，把握很多知识，

转化成自己的东西。还有一种是主体的，比如李

煜。他自己寻找自己，最后完成了“问君能有几多

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种划时代的句子。

对于张宝珠其人其画，著名美术史论家、书画

家刘曦林总结了三点：“第一，张宝珠是山东山水画

坛上一颗宝贵的明珠；第二，他是整个中国山水画

坛上具有独特风格和图式的优秀画家之一；第三，

在今天山水画图式和思维方式众多的情况下，他是

地地道道坚持中国传统山水画思维方式的、难得的

画家之一。当代中国山水画坛是非常丰富的，在近

现代画史上也是变化多端的。现在各个地方都在

张罗各种选题，急于打造艺术家，但宝珠不是打造

的，他有真才实学，画得确实非常好。我们既要有

中国文化的自信，还要有一个宽容的心态。我们需

要补课，既需要补中国传统文化，也需要补西方现

代艺术中可以和中国画的意象美学、写意艺术相通

的东西。”

《柳溪垂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