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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海 1940年生，河北武安人，

一生有两大爱好，一是中国医学，二

是中国书法。退休前任武安市中医

院副主任中医师，河北中医学院副

教授，主编医学专著 8本，编写医学

论文50篇。现为中国书画名家网艺

委会副主席、中国书法艺术研究协

会副主席、国际书画艺术联盟副主

席、中国书画艺术促进会理事、中国

书画艺术促进会顾问等职。出版

《中国经典中国书法家李天海》、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

现当代书画名家大成·李天海名家粹》、文化艺术出版社《人

民功勋艺术家八人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当代中国书画领军

人物》以及《中国名家精品典藏》、与李铎合编《经典与不朽》

书法二人集等。

七律

风华正茂

生长在中原大地的段正渠，

对北方的土地和生活在北方土地

上的人们，怀有深切的感情。特

别是黄河中上游的黄土高原，一

直牵引着他的心。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他一次又一次从郑州

出发，踏上西去的旅途，到陕北高

原山乡漫游。那里的人和自然给

了他最初的创作激情，《山歌》、

《红崖圪岔山曲曲》等作品成为观

众 认 识 他 的 开 始 。 后 来 的《婆

姨》、《东方红》、《走西口》等作品

接连问世，段正渠与粗犷而多情

的陕北高原成为中国当代画坛特

殊的文化景观。

但题材的特色并不是段正渠

艺术的核心价值，在中国绘画中，

农 民 和 乡 村 一 直 没 有 被 画 家 遗

忘。我们的绘画史上的农民和乡

村 ，往 往 是 以 类 型 化 的 形 式 出

现。其主流就是古代文人想象中

的“渔樵耕读”，和现代革命意识

形态所主导的“苦难—抗争—解

放”模式。这种主流样式的形成

应该归功于开创阶段的那些杰出

作品，但后来者相沿成习，类型化

的作品使观众麻木和厌倦。近半

个 世 纪 在 这 方 面 值 得 注 意 的 创

作，当推石鲁、赵望云等人的“长

安画派”。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

国的美术家对此有所反思，“乡土

写实绘画”所表现的遥远、孤独和

纯真，曾使人耳目一新，但也没能

逃 脱 被 模 仿 、被 大 量 复 制 的 厄

运。而段正渠的作品之值得研究

和思考，在于他远离前人的图式，

从自己的内心感情经验出发，试

图对陕北高原的人与自然作心理

层次的发掘。

段正渠与许多描绘陕北题材

的画家之不同，在于他对北方乡

土的观察与表现的出发点，既非

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亦非出于

绘画形式的需要，而是出于内心

情感的需要。段正渠作品风格的

基础，是他对乡土生活和表现性

绘画形式感受的自由和新鲜。

20 世纪 90 年代，从陕北跋涉

归 来 的 段 正 渠 曾 完 成 一 组 风 景

画，那是描绘陕北榆林附近风貌的

作品，标题为《英雄远去》。那一组

风景画为观众展示了段正渠艺术

气质与文化修养的另一方面，表现

了沉雄壮阔的历史感慨。从1997年

的《夏日黄河》开始，他为我们展开

了个性化的黄河图卷，这以后的一

系列黄河作品里，段正渠以厚重、

自由的笔触，以强烈的表现性形式

描绘黄河的浪涛、黄河上空的风云

以及与黄河共命运与黄河不息地

搏斗的人们。

近几年他创作了多幅黄河船

工的劳作和在黄河上捕捉巨大鲤

鱼的图景。前者是写实基础上的

表现，后者则是源于传说和想象

的象征性演绎。与前期黄河渡船

画面相比，近年的作品常常把视

点拉近，突出人物的动势和神态，

近 距 离 表 现 黄 河 船 工 的 劳 作 境

遇。那些色彩艳丽的鲤鱼，俨然

北方大地历史记忆的化身，它是

如此沉重，如此硕大，曾经具有无

可比拟的生命活力，而终于被人

捕获。当我注视画面上背负巨大

鲤鱼躯体的人们行走在河边，确

实难以分辨那是一种成功还是一

种失败，是欢乐的结尾还是沉痛

的开端——也许画家所感知的正

是这种亦喜亦悲的历史进程。

黑格尔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

是倾向于音乐性。我不能下结论

说段正渠的绘画已经达到或者进

入绘画的最高境界，但我确实在他

的作品里感受到一种音乐性，确实

在他的绘画发展中看到一种表现

主体内心生活的努力。他笔下的

人和自然总是随着他内心生活的

波澜起伏而存在和发展，他的作品

之所以使人感动，是由于它就像生

命的呼吸，那是一种不能停息的活

动，观众得到的是一种心灵感应而

非“惟妙惟肖”的物象。段正渠关

于陕北“酸曲”（民歌）给他的深刻

影响，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这

种艺术思路和创作态度的缘由：

“窗外，寒风呼啸……似乎世上仅

存的，唯有这粗犷激越的歌声。这

种声音，这种状态，我寻找了多少

年，就在这瞬间，我明白了多少年

来一直被什么所迷恋。”段正渠没

有改行去唱山歌，但他以画笔歌唱

了北方大地的粗犷激越的深情。

本报讯 （记者朱永安）“奔放的诗意——黄里写生油画作

品展”4 月 28 日至 5 月 30 日在北京马奈艺术空间举办。此次

展览共展出黄里 60 余幅油画近作，这些作品多为即景写生，

题材包括水乡古镇、田野村社、湖海风光、静物等。在这些作

品中，黄里将中国艺术重“气韵”的审美观念带入油画创作，力

求用油画表达出中国艺术所追求的“似与不似”之间的感觉。

黄里表示，今天的油画家具有更多便利的手段，社会的包容性

越来越大，但只有真正脚踏实地进行写生，才会获得创作中的

感动并不断加深对艺术的理解。

黄里 1941 年生于上海，1965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

董希文教授工作室。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邮电局邮

票设计师。

名家画作亮相邦瀚斯春拍预展

本报讯 （记者朱永安）5 月 5 日，邦瀚斯拍卖行 2012 年春

季拍卖北京预展在京举办。此次春拍共分 7 个部分：玛丽及

庄智博鼻烟壶珍藏 VI；葡萄牙私人御器珍藏；精选中国陶瓷

及 艺 术 品 ；中 国 书 画 及 当 代 亚 洲 艺 术 ；瑰 丽 珠 宝 及 翡 翠 首

饰 、高 级 腕 表 ；精 选 稀 有 葡 萄 酒 ；甄 选 稀 纯 单 一 麦 芽 威 士

忌。其中，鼻烟壶是春拍最大亮点，此次专场共推出 175 件

鼻烟壶拍品。

中国书画及当代亚洲艺术部分不乏精品。李可染创作于

1963 年的《漓江山水》是其早期漓江主题山水画的代表作之一，

张大千的《消夏阅书图》、林风眠的《盆花仕女》、吴冠中的《山城

鱼池》等为业内人士和艺术爱好者提供了难得的观赏机会。

据悉，5 月 9 日至 10 日，此次春拍预展在上海推出；5 月 23 日

至 27 日，拍卖会将在香港举行。

北京诚轩春拍力推早期油画家

本报讯 （记者高素娜）“北京诚轩 2012 年春季拍卖会”将

于 5 月 10 日至 20 日在京开槌，共推出中国书画、中国油画雕塑、

瓷器工艺品、钱币邮品及艺术图书 5 个项目，8 个专场。其中，中

国书画、油画、雕塑部分将推出 600 多件近现代作品，许多标的

为 2 万元至 5 万元的小幅作品受到普通藏家的期待。关良、林

风眠、朱沅芷等创作于 1930 年代至 1960 年代的作品，陈衍宁、

朱德群、陈丹青等当代知名油画家的作品将现身拍场。

据诚轩油画雕塑部经理谭波介绍，20 世纪早期油画的市场

近年来持续发展，但同一画家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价格仍较为平

均。虽然大多数油画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正值创作盛年，但因

为战乱流离作品留存无几。进入五六十年代又因政治运动而

创作锐减、停顿，或作品受到毁坏，直到七八十年代画家晚年时

才重拾画笔进行大量创作。因此，以稀为贵的原则加上美术史

的文献价值等因素，必将导致早期油画家盛年期的作品价格向

上攀升。

黄里写生油画展举办

北方大地的“生命呼吸”
——读段正渠油画

水天中

“故事和传说——段正渠艺术 30 年”展览日前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美术馆举办。图

为其代表作《黄河传说之四》。

随着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自然环境的持续恶化，

世界遗产面临着剧烈的冲击和破坏，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

甚至濒临消亡。作为画家，杜璞希望为此做些事情，从 2002

年起，他陆续踏访泰山、都江堰、平遥、敦煌、石林等地，创作

中国世遗主题油画，不断举办个人展览，呼吁人们关注、保

护世界遗产。

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1972 年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公约》。中国于 1985 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

约》，目前已拥有世界遗产 41 处，位居世界第三。在世界遗

产公约颁布 40 周年之际，由教育部亚太世界遗产研究中心、

巴黎世界遗产文化中心、杜璞画世界遗产美术馆主办，北京

大学会议中心、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世界遗产杂

志社协办的“走进北大——杜璞画世界遗产”油画作品展将

于 5 月 11 日亮相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这次展览汇集

杜璞的世界遗产主题油画 43 幅（每处世界遗产一幅作品，其

中，明清皇陵、中国南方喀斯特各两幅）。这些作品以写意

的精神和笔法描绘中国的世界遗产，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和文化古迹的厚重完美糅合，尽显中国入选世遗项目的艺

术之美。

杜璞说：“中国是一个世界遗产大国，分布在全国不同

省份的世界遗产地由于地理位置、人文环境、风俗习惯的不

同，所创作的作品也应有所不同。我希望这批以世界文化

遗产为主题的作品，能让人们感受到一种崭新的审美形式，

也希望借此扩大和宣传世界文化遗产的影响。”目前，杜璞

已画完中国的 41 处世界遗产，其中有些地方多次前往写生

创作。他的理想是画遍全世界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

杜璞 1963 年生于江苏镇江，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油画

研究生班，师从沈行工教授，并受益于油画大家苏天赐、张

华清教授，多年来致力于油画民族化的探索研究。2004 年，

成为联合国第 28 届世界遗产大会唯一特展油画家。2010

年，在苏州创办“杜璞画世界遗产美术馆”。杜璞的绘画不

拘泥于形似，而着重写自己对自然景色的印象与感觉，注意

对客观物象神韵的把握，笔触雄健有力，充满意趣。美术评

论家邵大箴称赞杜璞的用色大胆而有节制，调和色与对比

色巧妙交换使用，色调柔和中透露出力感，画面生机勃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负责人表示：“在保护和推广世

界遗产的过程中，杜璞的画是一种独特的途径和方法，以其

生动、形象、热烈和鲜活的特质，引起公众的注意和好评，也

扩大了世界遗产的社会影响。”

宣扬“世遗”之美
本报记者 续鸿明

林风眠作品《盆花仕女》

朱德群作品《等待》

黄里写生作品

苏州园林（油画） 杜璞

■“这些年，由于经济改革开放，原本不值钱的文物

从水底浮向水面，招摇过市。现在下河搅和的人太多，有

的人连衣服鞋袜都来不及脱就跳进水中，人为地将水搅

浑，以期浑水摸鱼。这种人的心态是，我摸不着也让你摸

不着，或者索性放弃摸鱼的想法，变成专业搅水棍子。我

估计还得些日子，让搅水棍子们累了，上了岸，等待一些

时刻，水自然会澄清，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搅水文化，浅

而浑，并不深。”

——马未都说“古董这行的水并不深只是浑 ”

水太浑，人太多，抓不着鱼，空扑腾一番，还免不了相

互磕碰。不懂古董者，慎入浑水滩。

■“美术馆要是不能提供好东西，会养坏观众的眼。

它是一种文化定位的机制，应该对某个时代、某些艺术品

可以进入美术馆给出定位标准，并将这样的标准提示给

社会。但是，中国的美术馆离世界还很远，说不好听点，

是越来越远，太多美术馆做得实在是有点烂。”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说“美术馆不

提供好东西，会养坏观众的眼”

我们的美术馆基本都是临时展，看不到具备美术史

意义的陈列展。我们的美术馆也基本不做文化定位，而

是热衷于挣场租费做身价定位。

■“从前靠文字吃饭的艺术批评家群体本身在最近

10 年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人转而从事策展乃至开设画

廊，于是他们的批评文章的产量就大大下降；另一些则依

附于展览、画册前言式批评这样的‘批评项目’之中，当

然，他们也要做其他事养家糊口。尽管有人讽刺这类似

小姐‘出台’，可我要说这种‘做项目’是我们时代的关键

词之一。”

——周文翰撰文《如今“写作”已成“项目”》

所谓“批评”，全是表扬；所谓“写作”，只是活儿。

续随子 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