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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齐鲁画派”不能一蹴而就
—访山东画院院长孔维克

本报驻山东记者 常会学 苏 锐

4月23日，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左）向星云大师（右）颁发山东大学名誉教授聘书。当日，中国台湾宗教界知名人
士、佛光山开山宗长、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会长星云大师专程访问山东大学，受聘山东大学名誉教授，并为师生做题
为“天地人”的学术演讲。 杨云雷 摄

展演剧目《大巴扎》。 （“十艺节”山东省筹委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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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18日，山东省第一
次可移动文物普查电视会议在济南
召开，山东省副省长季缃绮出席并
讲话。

季缃绮指出，此次可移动文物
普查，对于全面掌握文化遗产资源，
科学保护、合理利用文化遗产，加快

文化强省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要加强领导，科学组织，精心制
定工作方案和标准规范，严格质量
控制和数据审核，确保普查质量，要
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密切配
合，形成工作合力。要按照属地管
理的原则，细化分解责任任务，做到

有部署、有检查、有考核。要以此为
契机，健全完善文物保护政策和规
划，提高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
识，构建文物保护长效机制，推动
文物保护工作再上新水平，为加快
经济文化强省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文 讯）

山东首次可移动文物普查电视会议召开

山东画院前身是成立于1986年
的山东画院办公室，为促进齐鲁美术
事业发展，更好服务于经济文化强省
建设，2011年1月，在山东省委、省政
府的关怀下，实体山东画院正式挂牌
成立。时至今日，山东画院已走过近
30个春秋，其取得了哪些成就？又有
哪些前景规划？近日，记者就美术界
一些热点问题采访了山东画院院长
孔维克。

关键词：齐鲁画派
解析：求文化共识 造学术氛围

近两年来，山东画院策划并实施
了旨在宣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美丽的传说——山东省民间文学中
国画展”创作工程，承办了 2012 年

“春雨工程”——全国文化志愿者边
疆行·山东书画名家走进内蒙古系列
活动等，并组织写生采风10余次，主
办或承办各种美术展览20余次。这
一切，皆源于山东画院承担推动形成

“齐鲁画派”工作所带来的动力。
“推动形成‘齐鲁画派’工作是山

东文化强省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其形成对山东乃至全国美术事业
的发展繁荣将会有重要意义。”在孔
维克看来，“齐鲁画派”的形成有以下
几点好处：一是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对打造民族气派的文化强
国形象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二是
有利于形成团体优势，发挥整体效
应，极大提高山东美术在全国美术事
业发展中的竞争力；三是有利于在齐
鲁文化大背景下，达成文化共识，相
互切磋、营造学术氛围，增强山东美
术界的凝聚力；四是有利于系统梳理
山东美术发展脉络，出人才出作品，
培育“高、精、尖”的美术创作和理论
研究的年轻队伍。

“推动形成‘齐鲁画派’不是一
蹴而就的，是一项长远、长期的工
作。”孔维克表示，自画派项目启动
近两年来，山东画院推进理论研究，
加强文献整理，将山东的美术历史

文脉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美术发
展情况进行了梳理，并召开专家座
谈会、研讨会，探讨和丰富了“齐鲁
画派”的内涵。

关键词：艺考热
解析：艺术不潇洒 绘画需吃苦

前段时间，艺考热引发了社会各
界广泛关注。孔维克指出，艺考热现
象与社会对艺术类人才的需求日益
增加有关，总的来说与山东文化底蕴
有关。

“山东书画家比较多，这或多或
少影响到很多孩子和家长选择艺考
之路。”孔维克说，有些孩子是真的
喜欢绘画，也有很多是因为艺考文
化课成绩要求较低，希望借此“曲
线”进入高校。“我作为老前辈希望
广大美术考生一定要理性选择专
业。考生这么多，学校是有限的，将
来不见得都从事美术创作的工作，
成为专业画家。”孔维克严肃地指
出，随着社会发展，社会也不可能需
要这么多的画家。如果真的喜欢这
个行业的话，要利用几年的时间学
习基本的美术知识，为将来美术创
作打好基础，但也要有思想准备，艺
术、画画并不像想象的那样潇洒，成
为画家，靠专业“养家糊口”也是不
容易的。学习绘画只有做好吃苦、
为艺术献身的准备，才可能成功。
同时，艺术是文化建设的一个方面，
作为艺术家要有社会责任。唯有如
此，才能创作出不朽之作。

当前部分艺术类院校招考中国
画专业学生时，考题却是素描、色彩
等西方绘画的基础科目，“南辕北
辙”之状不言而喻。孔维克据此指
出，这牵扯到教育体制的问题，现在
我们美术院校的整体教学体系是搬
用的西方模式，是自上世纪初徐悲
鸿等先生西方留学回来后，借鉴西
方教学体系改造后设立的。现在的
院校中学习中国画专业，仍然以西
方绘画基础性科目为主。“但是中国

画确实与西画不同，素描是中国画
学习必备的造型基础，对将来的创
作学习有好处。同时还要重视书
法、笔墨等素质的培养。”孔维克建
议艺术院校在中国画专业的招考
时，除素描外，加上书法、笔墨小品
等类似科目。

关键词：“十艺节”
解析：美展层次高 画家总动员

今年10月，“全国优秀美术作品
展”将于第十届中国艺术节期间在
山东举办，这也是文化部主办的最
具权威性的国家级综合美展。“‘十
艺节’的举办给山东美术事业带来
了非常难得的发展机遇，可以说今
年是山东的‘美术年’。”孔维克说，
除“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外，“十艺
节”期间还将举办“山东省重大历史
题材美术创作作品展”“齐鲁画派中
国画展”以及“美丽的传说——山东
省民间文学中国画展”3个重要的美
术展览。

作为“齐鲁画派”领军人物，孔
维克还担任着“十艺节”山东省筹委
会群文及美术部副部长。“为进一步
提高山东美术创作水平，‘十艺节’
举办前后我们还将邀请全国知名画
家开展讲座，扩展和丰富我们的学
术视野，提升青年画家的创作水平
和理论素养，形成一支成梯队可持
续发展的创作队伍。”孔维克表示，
通过举办展览，山东将吸引众多省
外优秀美术作品参展，给本地画家
提供了非常好的学习的机会，这对
于山东美术创作发展将起到巨大的
促进作用。

孔维克透露，目前，“齐鲁画派中
国画展”与“美丽的传说”两个展览项
目工作正在积极开展。“我们在省内
举办展览后，还将进行全国巡展及国
外交流，全面宣传山东画家，并配合
展览邀请全国一流专家举办系列学
术研讨会，进一步深化、丰富‘齐鲁画
派’内涵，推介、宣传山东画家。”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苏锐）4月24
日，山东春秋拍卖公司2013春季拍卖会
在山东新闻大厦开槌。此前，“探寻的脚
步”和“拓展——学院艺术探索”两次“学
院派”油画艺术展览也成为春秋拍卖新
一年艺术市场发展探索方向的体现。此

次当代油画专场集中了忻东旺、徐唯辛、
贾涤非、孙为等当代著名油画家的部分
经典作品。

本次拍卖会侧重对中国油画表现语
言的探索。山东春秋拍卖公司董事长陈
凯表示，从中国第一批油画家常玉《白牡

丹》到贾涤非的《叶子》，不难看出中国油
画从形式到色彩上的继承与发展，具有
东方文化韵味的“意象”找寻和观照也成
为当代油画走向纵深本土化的一大体
现。另外，兼具写实与抽象等多种表现形
式的雕塑作品也是此次春拍的一大亮点。

本报讯 （实习记者王松松 通讯
员梁辉）4 月 18 日，第八届全国戏剧文
化奖颁奖晚会在江苏海门举行。在当
天的颁奖晚会上，日照市选送的两部作
品收获两项大奖，其中文学剧本《永远
的旗帜》获大型剧本银奖，微剧本《平原
游击队》获小型剧本铜奖。这是继《借

头》、《毋忘在莒》之后，日照市第二次
获此殊荣。

《永远的旗帜》以独特的视角讲述
了战俘营里的斗争，塑造了悲情不屈的
英雄群像，讴歌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
爱国主义情怀。《平原游击队》取材于平
原游击队的故事，以动漫的形式塑造了

李向阳的战斗英雄形象。
全 国 戏 剧 文 化 奖 迄 今 已 举 办 8

届 。 奖 项 设 置 共 四 大 类 别 ，即 剧 本
奖 、剧 目 奖 、戏 剧 理 论 评 论 奖 、出 品
人 及 制 作 人 奖 ，涵 盖 戏 曲 、歌 剧 、话
剧 、儿童剧、电视连续剧、电影文学剧
本6个类型。

日照市两部作品获全国戏剧文化奖

山东：“学院派”艺术受春季拍卖关注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苏锐）记者日
前从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山东省筹委会获
悉，由文化部与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的第七届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将于
4月26日晚在济南开幕，并持续至5月11
日。届时，将有来自全国24家话剧艺术
院团（公司）的23台优秀剧目，分别在济
南市和莱芜市的 7 个剧场先后演出 46
场，参演人员约2000人，预计现场观众将

达6万人次。
据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十艺节”

山东省筹委会艺术创作演出部部长陈鹏
介绍，与以往6届不同，第七届全国话剧
优秀剧目展演首次被纳入中国艺术节框
架内，并作为“十艺节”专业艺术单项评
比展演系列活动之一。

为吸引、方便更多群众走近话剧，本
次展演将在演出场馆、票务及观众组织上

突出惠民主题，票价最高100元，最低20
元，每场将预留一定数量的公益观摩票。
活动特点方面，本次参演院团除重点国有
话剧院团外，新型民营企业亦参与其中。
入选剧目既有弘扬时代精神、反映社会深
刻变化的现实主义力作，也有多部再现历
史、具有反思意义的作品。由诺贝尔文学
奖得主莫言编剧的话剧《我们的荆轲》也
将于4月28日至29日参加演出。

第七届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即将启幕

泰安是一座文化积淀深厚的历史文
化名城，泰山国际登山节、岱岳帝王封
禅大典……一系列的文化项目在丰富了
该市文化底蕴的同时，也成为泰安的一
张张名片。现如今，在泰安时代发展轴
上，一只翱翔于巍峨苍山之间的“风筝”
正成为该市的又一张“新名片”。

这只飞舞的“风筝”就是总建筑面积
达 58995 平方米的泰安文化艺术中心。
该中心由市图书馆、艺术馆、美术馆和剧
场四部分组成，设置多种活动室，为市民
提供图书阅览、美术展览、艺术培训等全
方位服务的同时，还将承办第十届中国
艺术节群星奖音乐类决赛等相关活动。
2012年泰山国际登山节“文化周”期间签
约的大型魔幻神话音乐剧《泰山情缘》也
将在该中心的泰山大剧院演出。

在4月18日召开的“相约十艺节，文
化惠民生”系列活动发布会上，泰安市文
广新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康透露，泰安
市文化艺术中心土建主体施工、钢结
构、幕墙已完成，现正在进行内部装修，

7月底将进行试运行。“泰安文化艺术中
心是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全市重点文化
建设项目。”泰安市市委书记李洪峰曾
在泰安市文化艺术中心的奠基仪式上
指出：“该中心对完善城市功能、提升泰
城文化品位、促进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
展具有重要作用。”

“在稳步推进艺术中心建设的同时，
我们对全市基层文化设施建设任务进行
了完善提升。”刘康表示，泰安市 2013
年计划新建、扩建文化大院 422 个，建
设公共阅览室 1431 个，完成公共电子
阅览室建设 40%的覆盖率，实现有线电
视入户率65.6%。

结合泰安艺校校区闲置的实际情
况，泰安市依托老旧闲置房地等资源，积
极筹建泰山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园，吸引
各类企业开展创意设计、影视制作、教育
培训，发挥其孵化器功能和聚集效应，力
争把泰山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园打造成为
省、市文化产业特色（重点）园区，努力创
建国家级重点文化产业基地（园区）。

“泰安市将大力实施泰山文化走出
去工程，打造一批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建
成泰山文化产业园等一批特色园区（基
地）。”李洪峰在出席2013年山东省两会
时表示，要让诸如泰山皮影、泰山杂技、
泰山音乐剧等泰山文化艺术经典品牌，
走出泰安，美誉世界。目前，泰安文化
艺术交流研究院已经注册成立，并有望
成为泰安市文化艺术交流的新阵地。通

过搭建文化艺术交流的平台，组织研讨、
报刊、演艺、鉴赏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既
能让泰安本土特色文化走出去，又能将
国内外的优秀文化请进来，让泰安本土
文化在交流中发展。

日前，泰安市第十届“彩山特曲杯”
器乐大赛活动圆满落幕，大赛覆盖全市
6 个县市区，共有 600 多人参加了比赛。

“此次活动丰富了全市人民的精神文化
生活，集中展示了近年来泰安市音乐领
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刘康对记者说
道：“这只是泰安群众文化活动的冰山
一角。”

为让全市人民共享文化建设取得的
丰硕成果，泰安市推出了“群众文化艺术
活动年”方案，积极开展百姓大舞台、群
众文化月、全民读书月、送欢乐下基层等
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以此来调动群众
积极性，活跃基层文化生活，实现了公共
文化服务由“单一主体”供给向“多元主
体”供给转变。“当前，我们有17项重点活
动正在积极开展推进。”刘康介绍，今年泰
安还将邀请印度达克莎·谢斯舞蹈团来
泰安举办民族风情及现代舞蹈演出。

“我们要发挥泰安市独特的文化资
源优势，形成具有泰安特色的现代文化
产业发展格局。”谈到泰安文化产业的发
展方向，刘康表示，面向市民，泰安市要
积极建立文化惠民平台；面向游客，要全
力打造文化旅游新名片；面向国内外，要
不断推出泰安文化新品牌。

泰安：打出本土文化特色牌
本报实习记者 王松松 通讯员 杨天刚

突如其来的地震灾害，千头万绪
的抢险救援，芦山地震的抗震救灾工
作当前正处于关键时刻。据媒体报
道，截至4月23日12时，地震已造成四
川全省 154 处文物保护单位受损，其
中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8处，
四川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70 处，市、县
级文物保护单位 50 处以及文物点 6
处。在为珍贵文物受到破坏扼腕痛惜
的同时，芦山地震带给我们的关于文
化建设的启示值得警醒。

启示一，地震破坏了灾民的物质
家园，却不能夺走人们的精神家园。
文化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芦山地震进
一步告诉我们：在不可预知的大灾大
难面前，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是多么

重要。从“微笑女孩”的“我没事，我不
哭，我很坚强”，到雅安女主播穿婚纱
报道灾情，这一幅幅感人画面无不向
我们验证着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义。

启示二，地震使许多文物受损，警
示文化主管部门要加强对防震技术的
研究。我国历史文化资源丰厚，地震
又多发，如何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
在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完善公共
文化服务设施的同时，提高建筑质量、
增强民众在公共场所的防灾意识显得
尤为重要。文物不同于其他，其唯一
性和不可复制性决定了文保部门必须
加倍小心看护。

启示三，地震也许能震垮民房，但

不能震乱文化系统的应急工作机制。
芦山地震发生后，四川省文化厅党组
在第一时间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文化
系统抗震救灾工作，统计文化设施受
灾情况，保护非遗传承人的人身安
全。科学、有序是抗震救灾的法宝，
健全完善的应急工作机制则是科学、
有序救灾的保证。芦山地震告诉我
们，文化系统的工作机制不应仅限于
日常事务，在可预见的范围内，任何
有利于文化建设的工作机制都应被
及早建立。

芦山地震：重新审视文化建设的契机
苏 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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