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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给您写一封信，这封信迟到
了。不仅是因为事务缠身，更因为您
离开的日子越久，泛上我心头的话反
而越多，不知从何说起。

有一幅照片记下这样的场景：您立
于雪中的石榴园，手捧写生本，专注
地画着、记着……那是1991年冬，您
提出要去位于山东省枣庄市的峄城万
亩石榴园。这种季节去石榴园？不解
的恐怕不仅是我。既不是榴花红时，
也早过了挂果期，连叶子都掉光了
吧。不用问为什么，也没有商量余
地，79岁的您带上12岁的重外孙女，
在老朋友的陪伴下上了车。从枣庄回
来，您像得了宝似的，一头扎进画
室，展纸挥毫，笔下是梅，而枝折中融
进了老石榴树干的意境。原来，您不是
去写形，而是去找一种“神”，去寻找那
种老而愈坚的精神。

在比一个甲子还要多的时间里，
您有过多少次写生，估计您自己也数
不清。印象最深的是您每次出门前的
那种兴致，好象要去会最好的朋友。
步入老年后，又添加了一种似孩童急
于跑出去看世界的好奇。

您到处都能找到美，您把这些美记
在心里，化进作品，融入人生。

每当散步走到竹丛旁，爱人总是跟

我谈起您笔下的竹笋，那破土而出的
笋，昭示着新的生命，一种向上的美。当
然，您画的更多还是竹。您书写墨竹风
中之韧，似可透过画感受到风速风力，
感受到竹与风较劲之美。您谓竹“竞节
高风世代钦，文章书画蕴精神。放情山
水真名士，不改佯狂磊落人”(《临徐青
藤墨竹笔意》)。记得有一年您为山东省
人民政协作画时创作了一幅山中竹林，
林中多为细竹，然而结伴成林传递着别
样的团队和谐之美。

文化大革命初期，咱家被“扫地出
门”，由“院长楼”搬至“东八排”旧平房，
就是在那一间半无厨房、无卫生间更无
暖气的陋居，您和外婆也创造了许多的
美。门前种了两株月季，是黄色的“和
平”，植一架丝瓜，是咱家粗茶淡饭中的

“高档菜”，也是您作品中的“原型”，正
如您在一幅《老丝瓜》上题记：“余旧居
小院年年植其，食之赏之藏之不以贵贱
匿其善”，顶着花的嫩丝瓜和“老年化
的”黄丝瓜都入了您的画。

在那处陋居，您和外婆接待过肖龙
士、黄永玉等画友，留许麟庐先生之子
华夷小住，不乏真情与笑语。外婆包的
水饺至今还在黄永玉先生的斗方作品
上冒着热气。由此，我懂得了生活中的
美不以简单的贫富贵贱来评估。

1989年底，逢王朝闻先生八秩，并
迁居新址，您为其作《丝瓜图》，画面上
老丝瓜静静无语、相依相望，并题诗云：

“瓜棚小院凉，竹榻神思放。而今楼上
楼，瓜蔓引天上。”您是喻意两人的情谊
与友谊皆“楼上楼”呢？还是寓意老而弥
坚的精神与希望？

后来，王朝闻在《并非终点——— 致
画家于希宁》一文中这样写道：“去年去
济南观看你的新作，例如其中那幅只画
出嫩牡丹芽的《报晓》，不只具有象征
性，还觉得你的取材、构图、用笔与
用色，都具有年轻化的新成就”“当
我反复观赏你寄来的新作照片，觉得
牡丹的花苗，都显得有一种好像正在
放纵无羁而朝上伸长的特点时，又联
想起过去那些画中的嫩丝瓜。我觉得
朝上伸长的牡丹芽或梅的新枝，和嫩
丝瓜朝下“滴”的动态相似，双方都
具有异曲同工之美，都反映了空间形
态中的暗示的时间过程。”“……还
有关于1989年你赐我的那幅老年化的
丝瓜的某些猜想，都只能留到将来见
面时互相交谈。”

“留到将来见面时”，如今，您和王
朝闻先生在彼岸又见面了吗？是不是依
然书来画往地讨论着、追求着、享受着
那份美？

明亮浸透着宁静的七十年代
的山野花香而成长，少年明亮曾
在沂蒙山路上开拖拉机，做了艺
术人类学博士又在川藏线上开着
越野车采风。如今车是他的流动
画室，游走在山东厚实的平原或
山区，仿若塞纳河里莫奈的画舟。

四方游走和日月时光的积
累，使得明亮置身多维时空，在明
亮的眼中和画中，天也是地，山也
是水。

明亮首先是个行者，但不是
一个匆匆忙忙只顾赶路的人，他
总能停下来品味当前。明亮深谙
茶禅一味的道理，当年也曾把酒
论艺，如今自觉少饮酒，而茶香
幽淡，仍难掩豪情。他坚持定慧
双修，行路读书不辍。

看明亮的画，首先要注意的
是他自然的态度。虽然“自然”
可以作多种解释，这个词对他还
是适用的。明亮笔下，摆脱了写
实和抽象的狭隘区分，许多写实
者所模拟的外界，其实本是宇宙
力量所作的抽象画；对于绞尽脑
汁搞“抽象”的人，是不是也陷
入一种虚妄和执着呢？世界本来
就是抽象的，还抽什么象呢？貌
似真实的地球，或许是宇宙力量
所作的抽象艺术，大家都只是其
中的一些色块而已。

秉持一种自然生活的态度，
而非人为的生活，他摒弃市场幻
象，不制造多余的话题，只去用
心创造自己的心灵世界。早期的
主题如金色童年、金秋十月，虽
有点少年的单纯，但不失为自然
的心境。日常的自然生活，适性
任情的心境，禅智双运，行路读
书，他可称为永恒的自然主义
者。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
类学博士的明亮，对于人类的自
然生活和社会生活，始终持有开
放的态度和开阔的眼界，必将更
为直接而全面地面对和接纳自身
生活和东西方人类艺术。过分强
调自我理想和过分服从表面现
实，都会扭曲或无视“自然”的
美妙和“真”，这个“真”是经
过自己的心脑平衡了的真实，不
好把握。正如明亮，率真、思考
与方法相结合，渐顿双运。明亮
早在研究生时就精研格式塔，画
面上体现的精神张力，超越了单

纯的表面的直观。明亮通过研究
印象派和博纳尔，发展了色彩的
辩证法，色彩愈加横行无忌。又
从莫兰迪诸人那里开掘，发扬了
契合自身的“寻常事物见精神”
的气质。

明亮的创作探索，往往集中
在几个系列的作品中，有长期以
来就画的乡村系列，花卉系列笔
力日渐遒劲、色彩浓郁，真草隶
篆、四时荣枯熔于一炉。去年夏
天在画室中即兴起意，创作了一
批蔬果系列，素雅幽淡，具有超
然的室内风情。前段时间的荷塘
系列，采东西方之荷而别开生面，
可见其饱满的生命力，笔下渗透
出流动的活力，体现三界唯一、四
时并运、五行生灭的生命哲学，
发于天然而又富于内涵。

这几个系列又连结为一个整
体。明亮的佛像系列，有几幅巨
制，表现天地渺茫、灵光隐现。
有的莲花显现，色彩充盈，充满
虚实、浓淡辩证的张力。表现得
颇为美妙。佛本身不可思议，不
可造作，可又有多种示现，无所
不在，所以恍然之间，明心见
性，由观者看到自己的本心，故
而明亮的佛像，传达的是佛的朦
胧“印象”，如海上日出，更多
的空间留给观者，每个人心中都
有自己的太阳。无形中这又是马
奈、莫奈们传递的“印象”精
神，乃现代人健全的平衡精神。
明亮的作品消弭了国画和油画之
间人为制造的差别和障碍，正如
古代石窟作画的艺匠们，谁会思
考工笔还是写意的问题？

最新一批作品，如玉米地系
列、桃花流水系列，明亮寓狂野于
平淡之中，他把两极的张力玩弄
于股掌间，竹鞭一样的画笔挥舞，
在平衡与弥漫的情调之外，在印
象的朦胧光色之余，突然狂野发
作，具有了波洛克的灵魂附体。一
块神秘的蓝紫色，让人感受到强
烈的诱惑。这些画中强烈的运动
痕迹，并没有掩盖他对精妙的图
底关系和视觉心理力场的把握。

然而追根溯源，明亮自然的
精神，是求真的态度和方法。他
不用固定的眼光看待绘画，不破
不立，正如明亮自己说，画山水
心中要没有山水。

自然的态度
——— 我读刘明亮的油画

□ 徐振杰

刘明亮，1972年生，山
东新泰人。2002年毕业于山
东艺术学院，获美术学 (油
画)硕士学位。2010年毕业于
中国艺术研究院，获艺术人
类学博士学位。中国艺术人
类学学会理事，山东省美术
家协会会员，齐鲁师范学院
美术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山村系列·白色世界 布面油彩 60cm×50cm

玉米地系列
布面油彩 60cm×50cm

桃花系列
布面油彩 100cm×100cm

荷塘系列·韵 布面油彩 120cm×40cm

展览时间：2012年8月7日～16日
展览地点：山东省美术馆

由山东省美术馆主办的“2012·他山绘事·中
国当代绘画名家原创作品展”今日拉开序幕。该
展邀请了潘公凯、王华祥、邓箭今、孙良、李
磊、洛齐、王易罡、钟飙、王衍成等14位艺术家
参展。策展人朱艾平认为，举办“他山绘事”
展，旨在本省传统绘画模式展的板块之外纳入关
照社会深层、当代人文精神和关注“绘事”本体
的原创作品展。欲以“他山之石”，攻自家“三
分地”之玉，并在艺术交流中碰撞、切磋，以提
升山东当代绘画的学术地位和人文价值。

2012·他山绘事·

中国当代绘画名家原创作品展

展览时间：2012年8月12日～18日
展览地点：中国美术馆

黎雄才(1910—2001)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国画
家和美术教育家，岭南画派的杰出代表。该展览
是继2010年在广州举办“百年雄才”展的延伸，
展览将展出黎雄才先生自上世纪30年代至晚年不
同时期的山水、花鸟、书法等创作和写生稿约
400件。其重要代表作品《武汉防汛图》将与观
众见面，还有专门为创作此作品的写生稿以及其
它一系列画稿同时展出。

“百年雄才”黎雄才艺术回顾展

作者：山东省莘县观城镇育才中学 赵红光

车学洪书法作品欣赏
车学洪，山东荣成人。研究员，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书法
家协会会员，山东大学书画研究院
副主任，齐鲁医院书画院名誉院
长。近年来在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
席、山东书法家协会主席张业法老

师和山东省书法家协会顾问秦川
老师的亲自指导下，刻苦钻研刻字
和书法艺术，取得了长足进步，其
艺术成就得到了书法界同仁的充
分肯定。其刻字作品《和睦》、《力争
上游》参加过第六届、第七届全国

刻字艺术展和全国首届册页展。
《力争上游》入展第十二届国际
刻字展并被收藏。其篆刻、书法
作品多次在全国许多报刊发表，
多幅作品被美国、澳大利亚、新
加坡等国家的友人收藏。

心若在

世间到处可找到美
——— 寄给外公于希宁

□ 于刚

“其香也清，其清也真，朴实其本，铁骨其魂，不畏寒暴，只
爱报春。”1979年春，于希宁为祝贺大众日报创刊四十周年所作。

庞兴华，1933年出生于山东潍县，毕业于中
国人民大学。现为山东高校书协名誉主席，中国
书法艺术家协会理事，中国当代书画艺术研究会
副会长，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艺委会委员，中国
国家博物馆画廊艺委会委员，中国书法名家网艺
委会副主席，中国国学研究会研究员，北京奥林
匹克书画院荣誉院长，香港中华艺术家协会荣誉
会长。

庞兴华书风质朴爽朗、清健多姿，书中有
画、画中有书，他坚持书法艺术一要讲人品道
德，二要讲学识胆略，三要讲传统功力，四要讲
气势神韵。20多年来，参加国内外大型书展190
多次，发表作品200余幅，出版著作21部。

庞兴华的书法艺术

悦遊：娄正纲个展

展览时间：2012年8月6日～26日
展览地点：今日美术馆

“悦遊：娄正纲个展”8月6日在今日美术馆开
幕，展出娄正纲创作的装置作品以及多幅绘画作
品。1986年，娄正纲东渡日本，旅居海外，长期活跃
于国际艺术舞台上，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20多年
来，在中国、日本、美国等地举办了26次个人作品
展和3次巡回展，她所创作的具有中国当代精神的
书画作品被诸多国内外美术馆和收藏家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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