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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鲁生当代艺术巡回展——— 国瓷彩墨”
首展，2012年12月12日至20日在山东博物馆
举办。展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国家画院
主办，中国美术家协会工艺美术艺委会、中国
艺术研究院中国设计艺术院协办。展出潘鲁
生新近以陶瓷为媒介创作的彩墨作品近百
件，这些作品以富有想象力的个性化图式，呈
现出天趣盎然的艺术之美。笔者就此采访了
山东省文联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
鲁生，探讨了国瓷彩墨创作和当代艺术的有
关话题。

笔者：日前，“国瓷彩墨”艺术展在山东博
物馆举行，您此次将国瓷与彩墨予以结合进
行创作的初衷是什么？有着怎样的一种创作
体验？

潘鲁生：我把近期国瓷彩墨的创作称为
“触瓷”。一来这是初次深入尝试陶瓷彩墨创
作，媒材的转化，带来了不同以往的创作体
验。二来这也是自己的艺术精神和瓷器材质
相接触，融合碰撞中激发出新的灵感，形成新
的语境，生成创新艺术表达的可能。

陶瓷器形是创作的空间，有着自身的质
地和形式美感，彩墨创作先要适应瓷器，然后
才有进一步融合的可能，两者的结合是一个
水火交融的过程。水墨在瓷体上是流动的，彩
釉律动瞬间从几无可控到自如驾驭之间十分
奇妙，是一个心悟和掌握的过程，所谓“行于
所当止，止于不可不止”。彩墨釉色与火再生
转化的过程，充满未知的变数，是创意与天意
的融合，是心象与自然造化的融会。

笔者：意大利策展人温琴佐·桑弗先生
认为，毕加索对陶瓷艺术的贡献在于使之超
越单纯的装饰，成为艺术的杰作。抛开传统中

陶瓷装饰的束缚，尽情进行自由表达，也是您
创作的关键，您是如何实现当代艺术观念与
这些作品的融合的？

潘鲁生：陶瓷彩墨的创作，既可体悟陶
瓷艺术数千年的历史和生命，又可展开当代
绘画的诠释和表达。我想，当代艺术的超越
和创新，不是单纯的标新立异，是有文化根
基的，要有自身的厚度。就陶瓷和彩墨而
言，我们的传统积累尤其深厚。从彩陶开
始，先人就用工具绘制线条，形成各种精美
的纹饰，或许这也被视为是最原始的笔墨。
而且我们的“笔墨”具有写意性，所谓“画
气不画形”、“大音稀声，大象无形”，简
迹象，增内涵，都是“意象造型”的最高境
界。摆脱传统模式，颠覆程式化的装饰风
格，发挥天赋的想象和灵感，赋予陶瓷艺术
新的形式语言，是对新的瓷语境界的表现。

笔者：您怎么看当代绘画与艺术家生活、
生命之间的对应关系？

潘鲁生：人们说，当代艺术“想”变得比
“看”重要。因为手工时代，人的感官、技能厉
害，在高科技时代，脑袋、想法要紧。但是绘画
还是具有手工性的，即使是当代绘画，也仍然
体现为人与物、画家创意与材料运用之间互
动生成的关系。

当然，心手相应的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
传达对艺术的感悟，而感悟的多与少、深或
浅则往往与人生的阅历和思考的深度相关。
艺术家通过生活的沉淀，拥有的将不仅是感
觉，而且是感悟；不仅是感受，而且是感
动，由此将自身更深刻的生命体验融会贯
通，赋予艺术语言意义和神采。

笔者：能否结合这次展览谈一谈绘画艺
术的当代性问题？

潘鲁生：当代艺术更注重观念的表达，
如果说西方传统造型艺术早在文艺复兴时就
达到了顶峰，东方艺术也有着自己的发展高
度。就绘画艺术而言，其当代性不只在于无拘
无束自由地表达思想，不只是更加创新更加
多元，还要重视传统艺术语言的继承与转化。
在陶瓷彩墨的创作过程中，我尝试着将变幻
的符号语言与陶瓷釉色美感的融合，借以表
现“万象如在镜中”的境界。其实，许多作品的
创作构想和体验，无法用具体的语言来言说
表达，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如果说陶瓷彩
墨的传承与转化中，承载着一个鲜明的观念，
那正是“于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
活，尺幅上换去毛骨，混沌里放出光明”。

笔者：您经常提到科学与艺术在当代的
结合，能否做进一步的诠释？

潘鲁生：我始终认为，艺术和科学绝非
对立，是可以融合为一的。艺术和科学就像
融合的球体，形成的是立体的智慧空间。就
以陶瓷为例，我们的陶瓷史就是中国工艺史
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中国的陶瓷，也就能
了解中国的历史。因为陶瓷是中国文明史发
展和进化中最有意思的一种容器，其中包含
着巨大的社会内容和历史文化背景。中国的
陶瓷既是达到了相当高度的艺术，也是非常
严谨的科学成果。就像陶瓷史论所评说的，
陶瓷的两大装饰手段是釉色和纹饰，釉色是
科技生成的产物，而纹饰是工匠手艺创造的
记忆。历史上我国陶瓷的第一个终极目标，就
是希望烧得纯粹一些。中国古人追求陶瓷的
质地之美，既是审美上对于纯粹的追求，更需
要工艺技术的支撑。艺术的减法离不开更加
复杂有效的工艺。从古至今，艺术与科学显然
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笔者：作为民艺专家、教育家和艺术家，
这几方面在您身上是如何有机统一的？

潘鲁生：这是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
民艺是我的事业，艺术是我的专业，而教育
是我的职业，或许不能这样简单的分类，但
事实上也应该如此。这些年里工作忙碌，深
入的田野调研、全身心投入的艺术创作等
等，都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无论
是民艺、教育还是艺术，都对我有着巨大的
吸引力，又有一种责任感，看似不同的角色
定位，其实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笔者：能否介绍一下您的当代艺术展下
一步去欧美巡展的计划？

潘鲁生：人到中年，我想这个年龄应该是
创作与交流并举的时期。今年初本计划在深
圳关山月美术馆举办个展，后因与中国设计
大展时间冲突而放弃。在这期间桑弗先生提
出应有一个巡回展的计划，从本地走向国内，
由国内走向国际，策展人计划在欧洲、美州和
非洲巡回展览，包括当代国瓷彩墨、鲁班线
墨、手艺装置等系列。我期待这批具有中国语
言的当代艺术作品能够受到国际评论家的关
注。更希望就新近的创作进行交流，在国际视
野中探索中国元素、中国精神的表达，研究和
探讨中国传统艺术题材的当代转化和视觉语
言的创新问题，在艺术传承与创新中发挥自
己的一分作用。

国瓷彩墨 大器天成
——— 潘鲁生访谈

□ 林之云

赵景华，生于1938年10月，山东济南人，
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画函授大
学教授、中国国际艺术家协会理事、齐鲁书画
研究院书画家，全球华人祖国和平统一促进
会理事。自幼酷爱书法，潜心书法艺术学习、
研究六十多年，广临颜、柳、欧、赵四大名家碑
帖，主攻楷书兼学大小篆书。赵景华以篆书创
作了《篆书毛泽东诗词全集》，2008年由济南
出版社出版，面向全国发行，2012年以楷书、
篆书创作老子《道德经》长卷，长65米、宽1 . 2
米，于今年在七贤文化市场展出，获得广大书
画专家及观众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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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鲁生近影

太初洪荒

五彩妙语

青花意韵之一

山东省当代油画院挂牌成立

山东省当代油画院于2012年12月10日在
趵突泉北路1号明湖湾开元广场二楼龙凤厅
举行揭牌仪式，“锋动俄罗斯油画展”同时
在山东省当代油画院美术馆拉开帷幕。此展
展出张宏宾、杜华、徐青峰、姜衍波、王力
克、毛岱宗、潘士强、刘青砚、姜奇、杨庆
义、王玉萍、宋齐名等17位知名油画艺术家
精品力作70余幅。

山东省当代油画院于2012年7月正式注
册成立，主要面向世界弘扬我国油画艺术，进
行国内外油画艺术交流与研究。 (刘晓琳)

张宜、于恺双人作品展将举办

2012年12月22日至26日，张宜、于恺双

人作品展将在北京天安门东侧菖蒲河公园内
的北京皇城艺术馆隆重展出。本次画展由北
京皇城艺术品交易中心、山东艺术学院、山东
广播电视台、山东省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深
圳杏石艺术品投资基金承办。

张宜系张志民先生山水画专业硕士研究
生、山东艺术学院国际艺术交流学院副院长、
山东省美术家协会理事。于恺毕业于天津工
业大学艺术设计系，现任山东广播电视台导
演，山东广播电视台美术馆馆长。 (焦猛)

“芥英社”花鸟画展第一季将举办

由大禹美术馆主办的“芥英社”花鸟画展
第一季将于2012年12月21日至2013年1月3日
在位于济南市马鞍山路15号新世界商城四楼
的大禹美术馆(4059厅)举办。展览开幕酒会
12月21日下午15时在大禹美术馆展厅举行。

展览展出郭英培、林兵、樊磊、韩斌四位
花鸟画家作品60幅。 (艺讯)

150米长卷写就十八大报告

12月4日，齐河县文化广场，一条长150
米，全部用章草体写就的2 . 9万字书法长卷，
引来一片赞叹之声。齐河县举办的此次“孙茂
同书写党的十八大报告百米书法长卷展”活
动，先后吸引万余名市民观看，作者孙茂同称
以此践行十八大精神。

孙茂同系中共齐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济南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德州市书法家协会
会员。 (石勇 姜广富)

美丽山东中国画晋京展在京举办

为庆祝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贯彻落实
中央文化发展精神，推动“齐鲁画派”形成和
发展，由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省政协办公
厅、省文化厅和省文联主办，由山东画院和济
宁圣城文化传媒集团等单位承办，山东共享
物资集团、济南泰艺腾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协办的“齐鲁画风-----庆祝党的十八大胜
利召开美丽山东中国画晋京展”已在全国政
协礼堂隆重举办。

该展览展期为2012年12月7至19日，展出
山东美术家近年来的精品力作100余幅。

(海平)

丹朱呈祥 青花意韵之二

彩墨律动

作品释文：

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也。（《易经》）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君子不器。（《论语·为政》）

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荀子·修身》）

君子万年，福禄宜之。（诗经·小雅·鸳鸯）

李建军书法作品《君子之风》欣赏

艺术简历

孙成刚，字颢然，号熙斋主人，1960年生于山

东日照。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美术家

协会副主席、山东省美术家协会理事、日照市美术

家协会副主席、日照市青年书法、美术家协会主

席、日照市书画院院委。先后师从著名国画家郭石

夫、秦天柱学习花鸟画，并得到汤文选、姜宝林、

赵宁安等诸大家的亲授。

2002年作品《栖息图》获山东省首届中国画双

年展优秀奖。

2003年作品《夏风》入选全国17次新人新作展。

2004年作品《蕉园小趣》获“庆祝建国五十五周

年”全国产业界书画精品展优秀奖。

2005年作品《荷塘情趣》获第12届全国花鸟画

邀请展铜奖。

2006年作品《春华秋实》入选第三届“菜乡情

百名画家提名展”。作品《满塘墨气上凌霄》获

“黄河壶口赞”中国画提名展优秀奖。作品《秋

硕》获“纪念中国美术大师李苦禅艺术馆开馆暨全

国中国画作品提名展”优秀奖。

2008年作品《遐思》获第十三届当代中国花鸟

画邀请展银奖。

孙成刚花鸟画作品欣赏

▲金菊图 孙成刚 ▲花开富贵 孙成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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