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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中国艺术节 会 刊

张志民，又名张大石头，出生于 1956 年，山东阳信

人。1983 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同年留校任教。现

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

会委员，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

山东艺术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等职务，主

要从事中国画教学、研究、创作与艺术教育工作。

他的作品《将军出山》、《承包北山》等多次入选“全

国第八届美展”、“全国第十一届美展”等重大展览并获

奖。《夕照图》获“全国中国山水画展”优秀奖；《将军出

山》获“中国共产党建党 80周年全国美展”大奖，并获山

东省特等奖；《铁道游击队》(合作)入选“纪念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周年全国美展”获银奖，并

获山东省一等奖。《千秋孔府》、《初光先照千帆竞流》分

别入选“神舟六号”、“神舟七号”宇宙飞船搭载艺术品

遨游太空，《丘壑无言》、《梦游天姥》、《历山诗话》等画

册被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京西宾馆等收藏。

出版有《张志民山水画集》、《中国山水画构图研究》等

专著、教材数十部，主持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中国画研究》等多项科研项目。

张志民简介

张 志 民 ，中 国 著 名 山 水 画

家。他身兼数职，既是山东省文

联副主席、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主

席，还是山东艺术学院院长。如

果“山水画家”也算是职务的话，

恐 怕 这 才 是 他 最 喜 欢 的 头 衔 。

因工作需要，他时常西装革履，

出席各种画展开幕式及研讨会

等重大活动，一派学者风范。但

平日里，他却极为素朴，举手投

足间自然地流露出山东大汉憨

厚的本色，同时又不乏风趣与智

慧。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张志

民与记者分享了他对绘画艺术

的心得与感悟。

大自然是人类最高的宗教
张志民，自号张大石头。对

于这别名，张志民这样解释：“我

的家乡在山东阳信，那是片盐碱

地，没有石头。取这个名儿算是

填充了家乡的一个空白。实际

上，这个名字还体现了我对大自

然、对山山水水的喜爱，对石头

的情结。”对大自然的崇尚，一览

无余。

张志民说，大自然是人类唯

一的、最早的、最高的宗教。在

他的眼里，自然界很美，每一块

石头，每一株树木，甚至是最不

起 眼 的 小 草 、土 地 ，都 别 有 情

致。三月的花丛，五月的麦田，

八月的行云，腊月的飞雪，无处

不充满诗情画意。而这些，正是

艺术的源泉。“画家不能没有‘生

活’。坐在书斋里苦思冥想固然

显得高深莫测，但很可能形同枯

槁，笔下线条、色彩、构图、形象

也 难 免 因 闭 门 造 车 而 了 无 生

机。”

唐代画家张喦曾说：外师造

化，中得心源。画家们既要师法

自 然 ，同 时 还 要 关 照 内 心 的 感

悟，画出他们心中浸淫着个人情

感的独特心象。但是在张志民

看来，这句话后面还应再补充一

句：回归自然。“正如佛家修炼的

三重境界：第一重，看山是山，看

水是水，这是‘外师造化’；第二

重，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此

谓‘中得心源’；第三重也即最高

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回

归自然’。”

故而，张志民的山水画与传

统的山水画有所不同。他的画

用 墨 浓 重 ，雄 浑 苍 厚 ，大 气 逼

人。有时，画面黑得似乎都要溢

出来。事实上，那笔走龙蛇的线

条、奇诡放达的笔墨里，涌动着

的是大自然蓬勃的生命力。“‘生

活’的‘生’，也代表着‘生命’的

‘生’、‘活生生’的‘生’。”张志民

说。

无怪乎国画大师周韶华曾

这样点评张志民的画：“张志民

的用墨，五色交替，玲珑剔透，不

板、不结、不滞，满纸重重景象，

虚灵绵邈，如纵浪大化，生之在

宇宙大气中。幻化莫测的水墨，

烟波无尽，目极无穷，虽丘壑无

言，但却透露出生命的神韵。”

艺术创作应体现时代精神
“艺术创作应该是与时俱进

的，有时代痕迹的。当代社会，

如果我们还都是去画古人那种

逃避现实、归于山野、风花雪月，

我觉得是不符合这个时代的。”

张志民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石

鲁 的《转 战 陕 北》、《南 泥 湾 途

中》，钱松喦的《红岩》，李可染的

《万山红遍》、《娄山关》等一批优

秀作品，都很好地代表了那个时

代，体现了李可染提出的“为山

河立传”的主张。

但是，在张志民看来，当代

艺术家不仅要发扬“为祖国山河

立传”的传统，还负有新的责任：

为祖国的山河呐喊。“随着经济

建设的大发展，破坏自然环境的

问题也日益严峻，这是不符合科

学发展观的。中国的人均自然

资源是比较匮乏的，我们应该有

强烈保护自然环境的意识，有些

不能开发的必须禁止。所以，画

家们应该以艺术的形式，提高人

民的环保意识，宣传资源浪费是

可耻、犯罪的观念。”

近几年，张志民创作了一批

“北山”系列作品，引起了社会广

泛关注。“北山，顾名思义，就是

北方的山。它是个抽象的概念，

是我心中的山。相对于南方的

山而言，它朴实、厚重，甚至有种

沧桑感和苦涩感。”在《北山后洼

的轰鸣声》（之二）这幅画中，张

志民在上面题字写到：机器的轰

鸣意味着人类又开辟了一片新

的领地，然而动物却再次失去了

家园。“‘北山’系列作品在很大

程度上就是批评那些盲目开发

的人，宣传大自然与人类亲密一

致的关系。美好的家园本是可

以‘诗意地栖居’的地方，不可滥

无节度地开发。”

张志民说，这个时代需要的

不是歌功颂德、溜须拍马，艺术

家应该勇于承担历史责任，关注

自然，关注生活，提高作品的思

想深度，体现时代精神，彰显一

个艺术家对社会的责任感。

打造齐鲁画派应循序渐进
近年来，山东省着力推动形

成齐鲁画派。作为山东省美术

家协会主席，张志民表示，“齐鲁

画派”作为山东省文化建设的一

个亮点、一个新的文化品牌，一

定要有明确的文化定位、艺术指

向、远景规划、近期目标，形成一

整套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当

务之急，是要认真梳理山东美术

发展脉络，进行一系列画家的个

案研究，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

为‘齐鲁画派’的形成提供理论

支持。”

相对稳定的艺术家群体，是

形成画派的必要因素之一。“但

是，艺术家的培养也需要尊重自

然规律。其实，艺术家就像山林

中的树木，各自有各自的长法。

政府部门可以在适当的时候灭

灭虫、施施肥，但切不可做拔苗

助 长 的 事 儿 。”张 志 民 说 ，从 政

府、管理者的角度来讲，应当给

予艺术家充分的空间，千万不能

强行命令，下达任务指标，关键

在于怎么提高这些人创作的积

极性。

“当然，画家们也要意识到

肩上的责任。‘齐鲁画派’要想在

全国乃至世界产生影响，得有人

努力。”张志民认为，年轻画家正

是练基本功的时候，要保持纯净

的心态，除了打好绘画底子，还

应该多积累些历史、地理、古文

等方面的知识，延续中国传统文

脉；中年画家作为当前画坛的中

坚力量，是建设“齐鲁画派”的主

力军。“这批画家，除了要拿出好

作品，同时还应该担当起发现艺

术人才、培养青年画家的责任。”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即将举

办。“作为东道主，山东一定要打

好这场攻坚战，拿出一批富有山

东人性格特征、符合时代精神的

优秀作品，争取在全国美展中多

拿奖、拿大奖。从长远看，这也

是推动形成齐鲁画派的实际举

措之一。”张志民如是说。

采访张志民的过程，是一次愉快的精神之旅。愉快，来自于他的平易近人，笑容可掬，更取决

于他质朴的语言中挟带的风趣与幽默。就在这不经意的幽默间，他对大自然、对艺术甚至是对作

为个体的艺术家的思考不时呈现，就像一颗颗石子，在你的脑海里激荡起层层涟漪。

张志民出生在山东阳信，那是一片盐碱地，既没有山，也没有石头，视线开阔得能看到天边地

平线。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对大自然有着近乎宗教的崇拜。这种崇拜区别于传统意义上

的“天人合一”。作为孕育于自然中的“我”，不但要回归消融于自然的怀抱，更与大自然有着血肉

相连的情感。怀着对自然的敬畏之情，张志民极善于发现自然与生活中美的闪光。具体到其作品

中，他的画作看似空中楼阁，遥不可及，实则源于最平常、最不起眼处。只有对自然、对生命有着极

大的关注与深情，方能穷尽如此细微幽深之处。

有人说，张志民之所以画得那么好，是因为他有天赋。但在张志民看来，除了天赋，自己还是

一个劳动者，是个勤奋的人。作为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山东艺术学院院

长，张志民身兼数职，需要处理大大小小的事务，但再忙再累，回到家他都要铺上纸，画上几笔。“在

我内心深处，总有那么一块净土，不曾被任何欲望、钱财、名利所干扰。”

不满足于一种画法和成熟的笔墨绘画形式，随变化的构思而变化，不断发现，不断学习，非刻

意翻新而温故知新，有感而发，有思即画，创作灵感如同涌泉不竭不止不停不歇，已是张志民创作

生活的真实写照。他说，年轻的时候，自己每天除了画画还是画画，画得很多。后来因为工作，没

有那么多时间画了，则更多是在脑子里思考。一有时间，就把纸当成是为新娘做嫁衣的布料，认真

对待。“如果说我以前写字、画画是连滚带爬，那么现在算是慢下来，一步一步行走了。”

张志民说，他的家乡没有石头。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成为家乡的一块好石头。

记者 手记 更 有 情 深 在 画 中
孟 娟

山水与生命交融山水与生命交融 笔墨与时代辉映笔墨与时代辉映
——访山东省文联副主席、省美协主席、山东艺术学院院长张志民

本报驻山东记者 常会学 孟 娟 陈丽媛

《将军出山》 张志民

《北山后洼的轰鸣声之二》 张志民 《逐日》 张志民

《历山诗话》 张志民

《风雨孔府》 张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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