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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章

于希宁先生是我国当代卓越的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
是具有诗、书、画、印、美术史论全面修养的学者型艺术
家，这在当代中国画界是不多见的。

于希宁出生于齐鲁文化昌达的潍县，在丰厚的中国传
统文化熏陶中成长，中国文化的沃土滋养了他温文尔雅的
君子人格，广收博取的宽广胸怀，以及“凭恃国魂怡笔
墨，画魂深处寓人魂”的艺术思想，孕育了他坚韧、锲而
不舍、倔强自强的性格品质。于希宁具有博古通今的文化
素养，一草一木，一花一树，在他笔下都成了人格情怀的
外化与表露。高尚的情操、精湛的绘画技巧和浓郁的文化
积淀使其作品具有了鲜活的生命力和强烈的感染力，这直
接体现了于希宁的艺术成就，也表征了一个时代的风骨与
精神。

于希宁凭借多年的勤奋、刻苦，成为一位博学多能的
学者型艺术家。就绘画而言，于希宁也是多面手。始学绘
事即遍师诸家，悉心摹写历代名画，无论花鸟、走兽、山
水、人物诸种技艺，在青年时都已全面掌握。后着意专攻
花卉，从唐宋经典名作到恽南田、华新罗及陈白阳、徐青
藤，皆下过刻苦工夫钻研。在上海求学时，更得黄宾虹、
潘天寿、诸闻韵、俞剑华等诸名师指点，为其日后发展奠
下坚实基础。他承续前辈大家的创造精神，熔铸百家之

长，走出了一条书画相参、诗文相映，具有深厚传统文化
底蕴的绘画道路。

于希宁的作品，传统功力深厚，于苍劲之中见秀逸，
于疏朗之中见典雅，笔墨精到而内涵丰富。他曾有专著
《论画梅》于1989年出版，书中详述画梅之发展历程，历
代画梅名家及作品，进而系统梳理总结画梅技法。其间对
梅花精神气质的解读，对画面意境的阐发均别具新意。

于希宁的书法，自幼即受父辈熏陶，喜爱临池，未尝
一日稍有懈怠。他曾学王右军、颜真卿、黄山谷等，运笔
工稳圆浑，笔势开张，点画飞动，雄伟峭逸，深得《瘗鹤铭》、
《松风阁》之风神。他又将书法行笔飘逸洒脱、遒劲有
力、清刚跌宕之势融入绘画中，所写老枝铁柯，枯藤芳草，
使转有力。其笔墨运动中的丰富而微妙的表现力，正是得力
于他对行草、篆籀的多年体悟。书法的造诣及引书入画的
实践，表明了于希宁对笔墨文化内涵和艺术表现语言有独
到的理解，这是他对中国艺术气韵生动的深刻诠释。

作为一个画家，于希宁很看重诗，他的诗常常是绘画
的必要补充。《于希宁诗草》汇集的三百多首诗，包括题
画诗、游记诗等，多以独特的眼光观察景物，以诗人的情
怀吟咏成章。他以诗词题画，抒情写意，寄怀言志，诗与
画获得了完美的统一。

在篆刻方面，于希宁早年之学篆，得力于乡贤陈介祺
之《十钟山房印举》，又深得吴昌硕弟子诸乐三的真传。
求学期间选取昌化、青田、寿山等石五百余方，日夜操刀

孜孜不倦，对秦代古玺、汉官私印作过广泛研究。所治之
印，刀法纯熟，古朴大方，直追秦汉，曾得到诸多印学大
家的肯定。于希宁曾先后为黄宾虹、李可染、吴作人、叶
浅予、黄永玉等大家治印，《于希宁手拓黄宾虹藏秦汉印
拾遗》是于希宁亲手拓得宾虹先生所藏秦 汉印58方，成
为印学界研习篆刻及探讨古文字的重要资料。

作为一个学者，不仅要具备为人称道的创造精神和专
业技能，还要有垂范社会的思想和精神。于希宁律己以
严，待人以宽，既重视画内功夫，又重视画外修养，认为
人品居画品之上。他把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大千造化的神
奇灵秀以及画家的精神意念融会一体，即“才德勤修养，三
魂共一心”，让画之魂、人之魂、国之魂一体化，让艺术作品
成为塑造、弘扬具有中华民族精神气质之美的载体。

于希宁于画史、画理、画论方面亦深有研究。1955年
至1958年，他跟随俞剑华先生研习中国美术史，从传统文
化中汲取营养。他考察了鲁豫晋陕甘诸省，对石窟、雕
塑、建筑、石刻、壁画做过深入研究，撰写出《北魏石窟
浮雕拓片艺术》、《敦煌考察报告》等专业论著，为新中
国的画学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1977年到2007年三十年
间，于希宁不辞辛劳在海内外举办画展和讲学，先后撰写
了《论画梅》、《于希宁诗草》等多种著作，还有《从中
国画的用笔谈起》、《构图中的辩证法》等十几篇专业论
文，以及《于希宁画集》、《写意画花》等几十部教学画
册和大型专业画集，在教学、研究和艺术创作上做了许多

有益的事。
1936年至1949年间，于希宁曾任教于上海奇峰国画函

授学校、山东大学农学院等。1950年开始，历任山东师范
学院艺术系副教授、主任，山东艺术专科学校副教授、副
校长，山东省艺术学校校长，山东艺术学院教授、副院
长、名誉院长等，教书育人是其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于
希宁将“闳、约、深、美”提升为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
博采众长为“闳”，学志精专为“约”，钻研提高为“深”，心志
高远为“美”，以之作为培养艺术人才的教学原则和方法。
于希宁以过人的襟怀、过人的学识、过人的技能，在艺术
教育领域辛勤耕耘，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美术人才，桃李满
天下，为祖国的文化艺术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于希宁艺术研究合集》包括《于希宁谈艺录》、
《于希宁研究文集》、《于希宁艺术论》三种专著，汇集
了有关于希宁研究的资料及近年的相关研究成果。对于希
宁诗、书、画、印的综合修养以及国魂、画魂、人魂共一
心的精神追求，对于希宁一生的绘画风格、画学思想、教
育思想等几个方面均有一个较清晰的概述。在于希宁百年
纪念展览举行之际，本合集的推出，既是对于希宁研究的
一个回顾，也标志着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以此书出版为基
础，我们将进一步挖掘和整理于希宁留下的丰硕艺术遗
产，弘扬于希宁仰之弥高的艺术精神。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本文为《于希宁艺术
研究合集》总序，题目为编者所加。）

□ 刘曦林

移来三百梅花树，对我芸窗结静缘。
岁暮天寒冰雪里，一枝冷艳舞翩翩。
据于先生回忆，这是20世纪30年代他在上海学画时的

诗作，因题于20世纪40年代的《白梅手卷》中便与画一起流
传了下来。这虽仅是一诗一画，却已成为研究于先生早年画
梅几乎唯一的资料。由此可见，于先生的梅缘已有60多年之
久，其早年画梅基本上是传统文人画家以梅喻人的思路。

进入20世纪50年代，在全世界普遍发动的新国画运动
中，继世纪初的美术革命，文人画再度成为批判的对象，
“四君子”们自然也在劫难逃，尽管梅花还在那山里自在
地开着，但却很少有人画的机会。壮年时代的于先生倒还
颇有胆量，20世纪60年代初曾公开地展示过墨竹，单独的
梅花我没有见过，只记得有一张《双清》，一枝墨竹一枝
梅，相互呼应着舒展着自己的身姿，观众喜欢，先生自己
也极喜爱。彼时梅花在中国画中的地位因为毛泽东主席
《卜算子·咏梅》词的发表而获得了特殊的机遇。

“文革”期间，先生被迫辍笔，直到1973年方恢复作
画，当然也只能画红梅。“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中国进
入了新时期，于先生由社会的解放而获得了人的解放和思
想的解放，并由此进入了艺术创作的盛期。他虽然获得了
为百花写照传神的自由，但“文革”中只能画梅的经历却
变为索性将梅画到极致的愿望而坚持下来，又由此成为新
时期一位真正的梅痴，并将中国画画梅的历史推向了新里
程——— 他实现了由古代文人自喻人生理想与品格到现代文
人将梅魂、人魂与画魂、国魂融为一体的观念转化，也是

在美学上由清雅之美向阳刚之美的转换，在结构上则呈现
由折枝向巨树型的演化。就让我们以以上几点为路径，走
进于先生的梅花世界。

先生梅花画得好，首在与梅有缘。自谓“相思未了有
奇缘”。他把梅花视为亲人、友人、情人、诗人乃至导
师，而且在与梅花的交往中达到了物我两忘精神往来的境
界，那么，他对梅花的表达亦即是自我的表现。

于先生画梅的创新得益于在梅林中的直接体验，如其
不拘折枝多梅树入画即自写生中来，其巨幅大幛老梅树皆
有速写为本，其造境、造势，乃至笔墨色彩之发挥无不是
源大自然且善于迁想妙得的结果。重视直接经验而决不限
于机械唯物主义的复写，重视天人精神感应而不陷于主观
遐想，此正是于先生梅缘所悟，并因有所悟而益发思梅念
梅，时有“梦里观梅影不离，魂驰墨舞绕神思”，“思君长夜难
瞑睡，偶入甘眠即梦君”的境界，可谓梅缘至深。20世纪80年
代，治“梅痴”一印以自况；90岁时，犹带病扶杖为老梅写照
不已，仿佛不断地重复说：“我即梅梅即我。”

于先生是位学者型的艺术家，将画梅当一门学问来
做，是先生的学风，也是他画梅取得突破的学术基础。
1989年5月，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论画梅》。这
本著作的价值不仅在于第一次理清了自唐代至清代画梅的
历史，将历史画梅专著一一作了介绍，更重要的是由此明
确了创新的辩证关系。于先生认为：“中国绘画的全部历

史，就是在一代不断的变革中创新形成的，这是事物发展
的客观规律。”正是根据这一规律，他主张用“立足创
新”的态度去“学习传统”，“我们的创新也必须融化在
民族传统的巨流里，推陈出新，以反映新的时代、新的生
活、新的思想感情和新的审美观念。”于先生不仅重视传
统笔墨技巧的拓展，还重视传统精神的发扬，如他把“外师
造化，中得心源”这一主客观关系的名言视之为“民族绘画
创作的金科玉律”，他一贯重视人品修养和文思，认为如果
画家人品与梅品相距甚远，则不可能表达梅的精神气质。

正因为于先生重视精神性的表现，如何理解梅花的精
神的气质成为他研究的重点，成为他创作中立意的出发
点。他根据前人的经验和个人的体会，提出了梅花的精神
气质是骨气、生气、清气的“三气”说。他认为，骨气缘
于梅干之铁骨铮铮，更在于冒雪冲寒、萌花报春的精神。
为此他往往以燥笔干墨塑老干如铸铁、如顽石的量感，如
苍龙盘屈的折转之力，尤喜画梅以现其铁骨冰魂的气质。
他认为生气在于抽条、气条（即梅鞭）之势，亦在于冰雪
之中犹自吐蕊的勃勃生机，为此他注意强化抽条屈而上仰
的生命活力，或在主干上生出同向梅鞭，或着意营造“雪
欺花更红”之境界。他认为，清气是梅的素质，古人所谓
“梅得其清”、“简淡冲雅”是进一步将梅人格化的表
示，为此他尤喜画白梅、雪梅，或以青色、淡褚色染天，
益增清雅高洁之质。当然骨气、生气、清气正体现着时代

精神，也体现着人格追求，他的每一度画梅都“以我心取
事物之内质”，即是他将梅魂与人魂、国魂熔铸的过程，
也是他的座右铬“才德勤修养，三魂共一心”的精神境
界、人文境界的深入。

于先生画梅除着力研究梅花的精神气质之外，还注意
于意境的创造。他认为：“意境的创造是主客观各方面因
素熔铸的产物”，因此，他往往在梅林、梅海中深入生
活，体察炼意，更像古人踏雪寻梅那样，在特殊境界中寻
诗觅句，创造意境。他继承了中国艺术讲究文思、注意修
养的传统，更在主客观关系中强调倾向的差异和意境深浅
的不同。他是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联系中认识了文人
画梅孤傲、清寂意境的时代性，又反观自我与时代的关
系，因真诚地热爱这个时代，理解这个时代，而创造与现
时代中国相谐、与人文精神相谐的奋发向上、坚韧顽强的
精神境界，并因意境之新谱写了画梅史的新篇章。

艺术观念、艺术思想的革新无疑是重要的，因其涉及艺
术的精神指向。但只有观念的转变又是不够的，还赖于艺术
语言、艺术技巧的革新，赖于自家艺术语言的完整性和完美
程度。就中国画而言，又集中表现于笔墨问题。于先生认为
笔墨的运用“既是画家的基本功，又是自我修养的重要内
容，直接与画家的人品、胸次、个人特征、文化修养、丰富的
生活等密切的有关。”他还主张笔墨技巧的地运用要服从意
境。这些主张体现了意境的统一，也体现了笔墨与人的统

一，在画梅中则体现了笔墨与梅魂、人魂的统一。
在探索画梅的过程中，于先生与梅花的情缘益深。晚

年的于先生不独以画梅著世，而又是一位咏梅的诗翁。其
咏梅诗思几乎与其访梅、画梅同步，即自1997年以后的连
续几年，7次去江南探梅，感其铁骨凛慨、寒香冰魂、傲
然伟姿，“油然而生敬意和诗意”，这是讲大自然、造化
触动了诗情；另外，他认为诗比画自由，表达主体情感的
需要自然地驱遣他拿起了诗笔，自谓“绘画作品在画面上
受时空的制约很大，难以倾其所思，而诗则恰恰可以补此
不足，所以做诗的兴趣便盎然不能自已了”。再者，他自
青年时代，受到黄宾虹、潘天寿等前辈的濡染熏陶，虽毕
业于新兴艺术院校，但艺术上却履文人道路，自称“我的
绘画道路是沿着诗、书、画、印相融的艺术道路走的，相
互借鉴，相互融汇，互为因果补充。”就诗与画而言，他
认为：我的诗常常是绘画内容的补充，它可以为“画龙点
睛”开光，也可以开创作之思路。在这方面我从寻益到受
益，从立意到创意，丰富心灵，迁想妙得，从突破前贤思
路到突破自己思路诗对我恩惠特多。

由此看来，咏梅诗已成为启动画梅不断深化文思，不
断创新突破的金钥匙，也是他画梅从构思到完成不可缺少
的因素，梅缘——— 诗思——— 画意已构成他精神生活的灵
魂。其诗与画，虽语汇不同，但互为表里，相互生发，生动地
体现了一位老艺术家与梅花的情缘。古今画史属罕见。这梅
缘不仅仅启示了画梅的后学，它为艺术的主客关系，为天人
合一的自然观，为艺术创作的规律，为艺术质量的升华，为
艺术家的修养和人格的自塑提供一发人深省的范例。

（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于希宁画集·梅花卷》序。
作者为著名美术史论家、书画家）

□ 刘大为

于希宁先生是我国著名花鸟画大师、美术教育家和美
术史论家。今年适逢先生百年诞辰，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化部与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办的“三魂一心·于希宁诞辰一
百周年艺术展”将在北京举办，同时出版《百年希宁》大
型画册，一方面作为对先生的纪念，一方面作为后学的楷
模，显示它应有的分量和深远的意义。

于希宁出生于文风昌炽的山东潍坊，齐鲁文化的沃土
养育了他，他也以自己高度的艺术成就回报了故乡，我作
为他的同乡和后学感到十分骄傲。

于希宁是20世纪中国美术的见证人，他经历了这个时

代的文化之路和变革思潮。20世纪30年代，他求学于上海
新华艺专国画系，在西学东渐的潮流里却有幸得到黄宾
虹、潘天寿、俞剑华等传统派大师的直接教导，走上了传
统文人画诗、书、画、印与史论研究全面修行的艺途。

新中国成立之后，于希宁在新的文艺方针指引下，进一
步全面研究中国文化艺术传统的同时，走向了花鸟画推陈
出新的前沿，形成了既具有文思，又为大众喜爱的清新、明
丽、秀雅爽劲的新风，被画坛寄予厚望。

新时期以来，于希宁以“劲松寒梅之居”为堂号，以
“才德勤修养，三魂共一心”为座右铭，谋求国魂、画
魂、人魂的统一，以老骥伏枥的奋进精神，展开了以画梅
为中心的花鸟画新篇，不断创造新的艺术语汇，以苍拙老
笔写新花、新意、新情，以壮美豪情写境、写心、写魂，

晚年，返老还童般地步入无法而法的化境，成为20世纪半
工半简语体(即小写意)花鸟画再创辉煌的杰出代表，深受
群众激赏和专家好评。

于希宁花鸟画的成就受到史论界的高度关注。王朝闻
先生于1999年为之题词称：“于兄愈老，艺境愈新。铁干
娇花并陈，庄重活泼共举，热爱民族文化之读者，定将引
发海内外知己之自豪感。”同年，孙美兰撰文说：“于希
宁先生的花卉艺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同步发展，其
深广造诣，聚光于世纪之交，无疑具有东方文艺复兴又一
里程碑的重大意义。”我同意美术评论家们对他的具有艺
术史意义的评价。在于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中，再次
欣赏他的大作，仍然会给我们百看乐赏、回味无尽的审美
愉悦，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老一辈艺术家的成就对于中华文

明承前启后的历史性贡献。
于希宁不仅以半工半简花鸟画名于画坛，同时也精于

书法、篆刻、诗文和美术史论研究。在这部类如全集的大
型文献中，我们还会看到先生的书法、篆刻作品和咏梅诗
文，以及为美术研究手拓的传统艺术造像，同期还有他论
艺及史论研究专著出版。于先生确实是一部学养丰厚、渊
博浩瀚的大书，这套画册也许只能说是这座大山的一角，
但仍然可以从中体悟到他由博及约的艺术道路和学者型艺
术家必备的修养以及先生高瞻远思、宏观论道的胸怀，这
对弘扬中国文化，对今天青年艺术家的成长尤有启发。

于希宁不仅是20世纪成就卓越的花鸟画大师，同时是
诲人不倦的美术教育家和优秀的美术活动家。他亲自执教
的山东师范大学、山东艺专、山东艺术学院桃李芬芳，成

果丰硕；他亲自领导的山东艺坛百花竞开，日臻上乘；他
对中国文联、中国画研究院工作的支持，多次主动提出要
为中国美协多做些工作的精神，他对国家美术馆和山东博
物馆的无私奉献，又是这套画册难以容纳和计量的功德。
于希宁的学养、人品和艺术成就，无疑是我们贯彻中共十
八大精神，进一步繁荣和发展中华文化的极好的教材。

于希宁先生永远铭刻在我们心里，铭刻在中国美术史
册上。先生之艺，如其春华秋实永留青史，先生之风，如
其青松红梅泽被神州。他不仅属于山东，同时属于中国，
属于审美的世界。

（本文作者为中国文联副主席、
中国美协主席）

□ 沈光伟

2002年10月，于希宁先生接到为中央组织部绘制
大幅红梅《铁骨丹心》的创作任务，我陪他住进南郊
宾馆。他从创作的构思、草图的设计到正稿的落墨及
完成，只用了六天的时间，梅花不畏严寒、铁骨铮铮
的气节，不屈不挠的意志品格，跃然纸上，其情其
境，令人震撼。画作完成后，于希宁让我捎去一筒温
州皮纸，他想画一个宋梅长卷。此作纯以水墨完成，
高50公分，长14米，一株老梅横空出世。于希宁每天
画完后都会将画摆放在走廊里审视和修改，因为只有
在走廊里才能看清画卷的全貌。每当我看到他一手拄
着手杖，一手握着画笔，弯曲着身子在聚精会神地修
改和调整画面的时候，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感动。画
卷的题款，于希宁题写了《超山邓尉探梅述怀》，全诗
655字，是于希宁题画诗当中最长的诗跋，从中可以感
受到于希宁生命的感动和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情怀。

2003年春暖花开时节，我陪于希宁到南郊宾馆看
牡丹、看藤萝。南郊是于希宁经常居住和创作的地
方，有许多大画都是在那里完成的，留下了太多的记
忆和感动，每次去都期望能唤起一些美好的记忆来。

我们先看了悬挂于俱乐部的藤萝巨制《春满乾坤》
（247cmⅹ861cm）。看完画后又到院里看藤萝花，满
架藤花簇聚，紫英点点。返回家后，于希宁便创作了
《黄山古藤赋》。一天下午，我到于希宁家去，进门
后就见到了还摆在地上的八尺条幅《黄山古藤赋》，
画面上只有蔓篆之枝干和单纯的色点，既无枝叶，又
无花轴，完全不是他以前画藤萝的样式。我便问画完
了吗，先生说画完了，我不知怎么的眼泪一下子就流
了出来。这幅画的题款中，有两句“天公乱织锦，仙
女胡挑弦”，可谓道出了乱中求治的艺术规律的辩证
法，是于希宁毕生艺术实践的深刻领悟和总结。

2003年，于希宁的身体状况比较好，我经常接他
到学校来。他说经常地走动能保持心智的年轻和思维
的不僵化，他的不少作品也取自校园漫步之偶得。我
家墙角之花几上摆放着一只原木树桩大笔筒，于希宁
发现后审视良久，缓步到画室展纸，浓墨渴笔皴擦点
染，一幅八尺大横匹宋梅遗植呈现在眼前。在这里，
笔筒变为了梅之老干，苍厚古拙又不失空灵，主枝横
出，气象雄奇。艺术创作中的迁想妙得，实则是一种
移花接木手段，是一种美的形式的发现与借用，我将
此话说给他听，他笑了，笑得那么灿烂。

（作者为于希宁先生的家属和学生）

□ 梁文博

一位大家往往带动一代画风，于希宁的画品和严
格的治学理念，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山艺的艺术学子
们。下面两件零碎往事是我和先生共处的短暂时光。

跟于希宁学画

时间应该是我考上山艺国画专业的第二年，一九
八○年前后。听说于希宁要来给我们上课，大家都翘首
以盼，班主任段谷风几天前就安排我们打扫画室，叮咛
我们一定要在卫生上给先生一个好印象。

第二天一早，于希宁由段老师引领向画室走来。
我清晰记得他的第一句话：“同学们好，都说我们搞
美术的卫生环境差，这不是很好吗？如果能长期保持
下去就更好。有一个干净的学习环境，作画的心情就
会好的……”一席话不仅放松了课堂紧张气氛，也拉
近了我们与先生的距离。今天来听课的还有中专班的
小同学，画室里挤得满满的。

于希宁从理论讲起，在谈技法时，他拿出一张四
尺对开的宣纸准备做范画，并说：“谈技法最好是边
画边讲才更有效果……”可能同学们都是第一次看他
作画，兴头很高，前面站满一排，后面看不见就踩着
椅子，再后面就上桌子。当枝干大架子完成后，他开
始勾勒白梅花朵，边勾画边讲，画得很慢。我印象最
深的就是他总结的“从前往后画，从里往外画”的白
描口诀，迄今我还在传授给我的一届届学生。由于他
在勾画梅花瓣时很专注，足足画了一个半小时，后面
的同学有些支持不住，慢慢借故去洗手间就再没回
来。他有些不高兴地对我们说：“我研究大半辈子才

画到这个程度，你们还不好好学，以后怎么办。”
多少年后的一次春节团拜会上见到他，不经意地

聊起此事，他居然开心地笑起来：“你们毕竟是孩
子，吃不了多少苦，不能怪你们，”他回头顿了一
下，表情略带歉意地说：“当时该让同学们休息一会
儿才对，我没有掌握好时间，应该算我的过失……”
不经意的言行，让我深刻理解了人品和画品的内核。

为于希宁画像

刚毕业那几年，我作为青年教师，主要上专业基
础课，以素描、速写、白描为主。一天谭英林老师来
我家说：“于希宁很喜欢你画的那种有点国画味的素
描，想请你为他画张像。”

第二天一早，我应约来到先生家。他着一身便
服，头戴一顶平时不常见的瓜皮帽，显得很精神。像
往常一样，我在教学中要求学生别急于动手画，先仔
细观察分析一下所描绘的对象。于希宁这时已是七十
多岁的花甲老人，舒展的白眉隐显着文人的傲骨和气
节，慈祥的眼神里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这也正是他形
象中的个性所在。面对这样一位大家，我的心不免有
点收紧，变得不那么自信，置笔的手有些生掘。先生
答应我去洗手间放松一下，我在那里站了好一会儿，
紧缩的心终于放松下来。我重新拿起画笔，从刻画他
的眼睛开始，遵守他平常所说“从前往后，从里往
外”的绘画口诀，用了不到三十分钟就把肖像完成。
他看着自己的画像笑容满面赞许道：“画得很传神，画
像就是和照相不一样，画像可以提炼出精华，变得单纯
了……”这是于希宁对我画画像的中肯评价，并告诉我
这是他第二次画像，年轻时画过一次，搬家时丢了。

（作者为于希宁先生的学生）

于希宁（1913～2007），山东潍坊人，山东艺术
学院教授、名誉院长。早年毕业于上海新华艺术专科
学校国画系，受业于黄宾虹、潘天寿诸大师门下。自
1936年起，先后任教于上海奇峰国画函授学校、山东
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艺术专科学校、山东艺术
学院。生前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画研究院
院委，山东省文联名誉主席，山东省美协主席，山东
画院院长等职。

于希宁是我国当代卓越的花鸟画艺术大家和美术

教育家，是具有诗、书、画、印和美术史论全面修养
的学者型艺术家，是新中国山东省高等美术教育的第
一代开拓者和学科创建者。

于希宁以“才德勤修养，三魂共一心”为座右铭，在
绘画中强调国魂、画魂与人魂的统一，拓宽了传统花
鸟画的人文境界，成为20世纪中国花鸟画半工半简语
体推陈出新的杰出代表。尤其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
他以梅花为主要创作题材，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创造
了新的艺术语汇，形成了壮美明丽的艺术风格，既弘
扬了民族绘画的艺术精髓，又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精
神，达到了中国花鸟画艺术的新高峰。

□ 任运河

在今年的腊梅花开时节，我们的老校长、国画大
师、美术教育家于希宁将迎来100周年诞辰。我想借
这个机会谈下近期我对于希宁与山艺精神的几点思
考，与大家共勉。

传承“闳约深美”的山艺校训

山东艺术学院1958年建校，一代代山艺人，潜心
艺术，矢志教育，在奠定学校发展基业的同时，也在
不断为“闳约深美”的山艺校训增添着新的内涵。于
希宁曾诠释道：“‘闳’就是要博采众长，除了学本
专业的，也要学相近专业和其他专业的知识，以求开
阔视野，广取营养。‘约’就是要把学的知识或技能
有所选择，有所消化。‘深’就是要进一步研究，不
断深化，不断提高。‘美’就是要达到自己追求的目
标，不断创新，攀登前人没有达到的高峰，取得比较
完美的成果。在这四个字中，‘闳’是基础，‘约’
是手段，‘深’是过程，‘美’才是目的”。他说自
己正是沿着这条教导，踏实习画，拥抱生活，培养高
尚情操，争取不断创新的。于希宁一生的艺术追求之
路，正是对“闳约深美”的写实性描绘，而“闳约深
美”的山艺校训也因为于希宁变得更加殷实饱满、鲜
明生动，更具有了传承的内涵和张力。

打造自强不息的山艺品格

于希宁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赋
予了梅花，将“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人文情愫倾
注给了笔下的花鸟鱼虫。站在于希宁的画作面前，透
纸而来是热烈奔放、坚毅顽强、生生不息的生命气
派。虽抱憾未曾与于希宁对晤，但观其画如亲见其
人、亲闻教诲，交谈虽无声无息，却直达心灵。通过
大家满含深情的回忆文字我了解到，于希宁在颐养之
年，仍精神矍铄，笔耕不辍，大胆探索，取法自由，
在艺术创造中达到了真正的化境。这种自强不息的精
神，是每一位山艺人应该自觉养成的优良品格。

践行德艺双馨的山艺追求

于希宁在绘画中强调国魂、画魂与人魂的统一，
始终用自己的艺术人生践行着德艺双馨。他在一首诗
中写道：“人书具老运灵根，修养宏深笔自浑。”于
希宁在这里所说的修养包含着政治修养、品质修养、
文化修养和艺术修养等诸多方面。于希宁认为，一个
画家的成功，决定于天才、品德、勤奋与修养。他身
体力行，一生从未间断才德修养，在对传统文化的弘
扬中凝聚着对祖国的深情和责任，在对中国画的传承
创新中寄寓了浓厚的人文主义情怀，以真诚而朴实的
行动彰显了“德艺双馨”的深刻内涵。也正因为如
此，于希宁才能取得突出而全面的艺术成就，将中国

花鸟画的人文境界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最终成为了一
位具有诗、书、画、印和美术史论全面修养的“学者
型”大家。

对于传道授业的老师和正处于成长成才期的学生
来说，大家对艺术的要求绝不能仅是止于艺，还要立于
德，立于对社会、对民族、对艺术教育、对艺术发展的责
任，要不断加强全面修养，促进个人成长成才。

发扬尊师重教的山艺传统

建校以来，于希宁等老一辈艺术教育家就十分重
视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师队伍建设的关系。于希
宁讲到，“提高教学质量，决定因素在教师。要想培
养出一流的学生，必须要有一流的教师，即具有一流
的襟怀、一流的学识、一流的技能并且深谙教育规律
和艺术规律的教师”。他还非常重视对优秀中青年教
师的培养，在他看来，“所谓‘好’的中青年教师，
除了人品好、业务好以外，更重要的是看其是否有发
展的潜质。一旦选准了就要敢于‘投资’，不要怕有人
攀比。只有鼓励好的，才能带动一般的和激励差的，学
校好的学风才能建立，人事纠纷才能相对减少”。正是
在这样的要求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校的一大批
青年教师迅速成长为著名的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如
今已成为支撑学校发展的中坚力量。

铸就敢于担当的山艺风骨

“才德勤修养，三魂共一心”是于希宁先生的座
右铭，是他对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的价值的深刻阐
释，是一种勇于担当、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爱国主义
精神的体现。

作为一位艺术家，于希宁有着光大国画艺术的坚
定信念和责任，他坚信：“中国画要发展自己独特的
成就，要立于世界艺术之林而毫无愧色。”在上世纪

“西化”思潮盛行的二三十年代，于希宁坚定地选择了
中国传统绘画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先生的一生，是担
当起国画艺术事业并为之奋斗的一生。

作为一位教育家，于希宁深谙艺术教育规律，在艺
术教育领域辛勤耕耘70年。他还曾于1998年捐款25万
元在山艺设立“优秀中青年教师奖励基金”，于2006年
向学校捐款80万元设立“优秀学生奖励基金”。

于希宁不仅一生对艺术和艺术教育勤奋执著，而
且始终秉持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祖国一片赤诚，多
次向国家和社会捐款或捐赠书画作品。

近期，学校为纪念于希宁诞辰100周年而举办的几
项重大活动即将拉开帷幕，一方面向艺高德昭的于希
宁致敬；另一方面也借这个机会进一步凝练山艺精神、
提升山艺文化、扩大山艺影响；更重要的是通过举办系
列活动，使于希宁身上散发出来的人格与精神力量引
领山艺人，在推动学校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也像于希
宁一样去创造和收获一个厚重、饱满、隽永的人生！

（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党委书记）

于希宁简介

诗画梅缘

三魂一心·于希宁诞辰一百周年艺术展

□ 张志民

于希宁先生是具有诗、书、画、印及美术史论全
面艺术修养的学者型艺术家和美术教育家，是博大精
深的齐鲁文化孕育出的山东文化艺术界的杰出代表，
为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于希宁的作
品植根齐鲁大地，继承和发扬中国书画艺术精粹，将
国魂、画魂、人魂寄情于艺术宗旨，创造了独具风
格、绚丽辉煌的艺术成就，成为20世纪中国画坛的杰
出代表人物之一。于希宁还是第一代山东高等艺术教
育的开拓者和学科建设者之一，他一生热爱艺术教育
事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追寻人品、学品、画品
相统一的艺术宗旨，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画艺术教育事
业的视野和内涵，集中展现了一代大师的风范，德艺
双馨，为后学之表率。“才德勤修养，三魂共一
心”，先生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用手中的画笔
表达对真善美的追求，一生对艺术勤奋执着，对学生
言传身教，对祖国一片赤诚。

于希宁在艺术上是一个得道者。重复古人，那是
技术，不是道，在古人的基础上守护，继承发展那才
是得道。他一生坚信“生活是创造的唯一源泉”，任
何美术必须先解决深入群众、深入社会，先解决人民
的需要，使自己的创作真正与群众与社会有了共同语
言，才能真正发挥自己的才华，作品才能被群众、被
社会所认可，这不仅是创作的需要，也是创新的需
要。

在业务上，于希宁把花卉的写生与发现、感受生
活中的美结合起来。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游历写
生，足迹遍布名山大川，中年以后更是自觉坚持，不
论工作有多忙，每年都要拿出固定的时间深入生活。
他对梅花的探索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以
“搜尽奇峰打草稿”的魄力和胆识，四上超山，七临
邓尉，有诗思、有画意，生动地体现了一位老艺术家
与梅花的情缘。他的双钩白梅和红梅，以及枝干的表
达都有自己的独特技法。

于希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代山东省美术教育
的开拓者和学科创建者，从当年的齐鲁大学，到后来
创建山东师范大学艺术系，再到后来创建山东艺术学
院，新中国山东高等美术教育事业从无到有、到现在
遍布全省的繁荣，都和于老等老一辈艺术教育家的播
种和耕耘是分不开的。70年的艺术生涯，他总结了大
量的艺术教育经验，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专业美
术人才。

于希宁的学问做得很全面。作为一个教育者，尤
其不能把个人的喜好强加在学生身上，而应该把不同
的东西公正地摆出来，光知道其一不知道其二是不行
的。他不仅画画得好，诗词、书法、篆刻样样精通，
花鸟能画、山水能画、人物也能画。

课堂教学是于老在艺术创作之外的重要部分，他
在教学中正确解决了临摹、写生和创作三者之间的关

系。临摹传统绘画经典作品是学习的一个必经阶段。
他告诫学生：临摹不能像画标本一样，要画出生机、画
出情趣。但又不能止步于临摹，不能沉湎于古人的感情
与趣味，而要从现实生活出发，有新的创造。师古人也
不必依于定规而自缚，能入能出，把带有写生特点的草
创和更为提炼的传统表现程式完美地结合起来。有传
统才能创新，有传统才能使自己的创作更有民族气派。

于希宁将自己彻底融入民族的文化艺术中，以一
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在生命的最后，心里装着
的依然是国家、民族。这是他生命境界的一个制高
点，作为一个画家，尤其需要一种精神，支撑你的行
为、做事。他给自己制定了“才德勤修养，三魂共一心”
的座右铭，就是用“国魂”指导自己发挥艺术创作的灵
魂，他认为，这是一个生活在今天社会主义的中国人作
为炎黄子孙无可代替的大事。

于希宁所强调的“社会”说到底就是一个道德感
的问题，艺术家要感恩和回报于民族、社会。他强调
艺术审美活动在情感教育意义上对道德感的促进，将
情感教育与道德教育相协调，他的教育是一种修养教
育，人品修养问题是一个艺术家之为艺术家的基本
线。于希宁终生从事艺术教育事业，他在创作中强调
诗书画印的全面修养，将国魂、画魂、人魂寄情于艺
术创作，先后为国家、山东省、学校和家乡捐赠书画
作品400余幅，捐款25万元设立学校“优秀中青年教
师奖励基金”，被省委省政府授予“山东省文化艺术
终身成就奖”，并将所获奖金全部捐赠给学校。于希
宁“才德勤修养，三魂共一心”的艺术追求，充分展
现了新时代山东人的精神和齐鲁气派。这是他的人格
魅力和艺术价值所在，更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一
种风骨和精神。

从“生活”到“课堂”到“社会”是于希宁作为
一个艺术家、教育家贯穿和实践一生的三点一线。我
们要学习于希宁对艺术的高度责任感，学习于希宁对
艺术教育的高度责任感，学习于希宁对国家和人民的
赤诚之心。于希宁画梅的倔强性格和傲骨精神，是一
个民族的气节和尊严，他在梅花人格上、精神上突出
国家意识，突破小我的情调，将人魂、国魂寄于画
品，实现了艺术品格的升华。于希宁对祖国和人民的
赤诚之心体现在作品和行动中，他用强烈的爱国心将
艺术与祖国的命运、人民利益和民族文化融在一起，
以自己的行动践行着“三魂共一心”的座右铭。于希
宁的艺术永存，于老的精神永存。

2013年是国画大师于希宁先生诞辰100周年。为
激励后辈发扬以于老为代表的老一代艺术家为学为艺
的崇高精神和品德，我们特别策划了纪念于希宁诞辰
100周年系列活动。这项活动不只是山艺的、山东的
纪念活动，同时也是全国的纪念活动。这项活动不单
纯是一项纪念活动，更是要通过纪念于希宁来光大弘
扬其精神，特别是他“才德勤修养，三魂共一心”的
为人、为学、为艺的精神。

（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院长）

弘扬先贤传统 谱写山艺新篇

中华精神与齐鲁气派

于希宁先生二三事

中国画界的学者型艺术家

□ 谭英林

“淑安堂”为业师于希宁“文革”前画室的题
额。20世纪八十年代画室匾书“劲松寒梅之居”。师
母郎淑清出身贫民小户，为人温良贤淑，乐善好施。
淑清为明朗、纯净之意。“安”为安定、稳定、舒
服、安逸等意。业师将画室取名“淑安堂”足见他们
夫妇感情之深挚。

1960年秋，我考进山东艺专主修中国画。为了尽
快见到老师，我刻了几方图章，下课后跑到校门口恭
候老师。少顷，健步走来一位中年教师，持着的讲义夹
着一枝红色紫薇花，我猜想一定是于老师下课了。上前
问询后自我介绍：“我是培基先生的学生，先生让我多
求教您，我刻的图章请老师指教。”说着将印章呈递给
老师。于老师看过印底后说：“晚上去我家吧。”

晚七时许叩开老师家门。进画室后老师从书架取
一册《治印随笔》抄件给我说：“看看这些文章，对
你或能有所帮助。”随即对我的印章做了深刻的点
评。晚九时许有客人造访，老师去前厅接待。我一边
翻阅《治印随笔》，一边为老师磨墨。

1983年冬，我陪老师返乡办画展，座谈会上画家
韩金正希望老先生多给家乡留几幅墨宝。那次老师在
潍坊留画50余件，墨竹画了10余幅。我是近水楼台也

求得一幅，款曰：“虚心即竹心，节节坚尤真，写出
其中意，应成自慰人。英林画友存正，癸亥冬希宁于
劲松寒梅之居。”老师的得意之作往往题“劲松寒梅
之居”。老师行政事务多，经常出发，只要在家就来
访客，十时前接待客人，十时后去画室创作，一直到
十二点，经常是两三个钟头，只要作画我就一直看到
作品完成。三年时间我有幸在淑安堂目睹了老师创作
的大量作品。

1960年冬，老师返济，我去看望，师母埋怨说：“你
老师在北京忙得连药都不能按时吃，这不肩周炎又犯
了，刚给他贴上膏药。”此后二十多年，肩疾一直困扰着
老师，我在校三年中老师为此数次住院疗养。

1963年春，老师又一次住院治疗。近来校园红杏
盛开，我剪了几枝送往医院，老师接过去小心翼翼地
插入一个悬胆古瓷瓶。次日早饭前老师打开速写本对
花写生，并长题以记其事：“病中无聊时，英林同学
忽以杏枝见赠，更觉春色烘暖大地。胆瓶供养数枝，
顿增病房生气，忆五八年赴五莲工作，亦恰此时，沿
途村舍家家杏花，王荩美同志家乡大北杏尤有历史，
遍地锦绣，简直如入杏海。古人‘人醉杏花天’句又
何能有此辽阔天地！写一枝以纪联想。他日如能做杏
海图当更快活。一九六三年三月廿二日，晨起希宁记
于山东省立医院第八病房十九号病室中。”

(作者为于希宁先生的学生)

我为于希宁画像

□ 张丽华

于希宁先生画梅的缘由很复杂，一说先生是“文
革”中开始画梅的，其实“文革”前就做了相当的尝
试，那时的亮相已是成熟的面貌。梅花向为古时文人
吟咏书写之物，为花卉题材的“四君子”之一，在文
化史和绘画史上有着不同一般的意义，与观赏性很强
的兰、竹、菊显然不是一回事，更多地被看成民族骨
气性格的象征。毛泽东诗词中提到的花卉不多，但梅
花的意义非同小可，至少有两处写到，且都与雪有
关。于希宁的梅花恰好地符合了题材的象征性，也借
鉴了毛泽东诗词的诗境，强调乐观、坚贞，藐视群雄
的孤傲，摒弃冷漠、落魄，怀才不遇，孤芳自赏的阴
柔。这是新时代画家经历和师承的自然反映，与古人
心境是不可同日而语，此其一。

其二，一旦把创作的主旨确立为梅花，情感上有
意识地倾斜在所难免，于是探梅寻梅访梅，读梅花诗
文，写梅花词句遂成为有目的的追求，这成为他情感
寄托的主要载体。画家对题材相对集中的主攻不纯是
绘画能力或技法的惯性，而是一种机缘，一种双向选
择。人们提起于希宁，便想到梅花；看见梅花，便想起
以水墨笃诚地勾勒一生的于希宁。

其三，先生是以梅花为中心，旁及其他题材，在
做着中国画笔墨表现力和精神性各种可能的探索。每

换一种气象、环境，画家总要梳理一番情感的经历，
也总是一回构思立意的深化和升华，于希宁在山水画
境中栉风沐雨，中国画的笔墨在新的语境中走向新一
轮层次的蒙养濡染，超凡脱俗。一种自然物象的提炼
最终走向精神性张扬。他甚至能将这样一种自然物象
深化出神奇的壮美品格——— 为纪念一位青年工人救人
献身的壮举，于希宁画过这样一张梅花：充满活力的
一枝从崖上垂下，侵入凛冽的冰水中，又在另一端倔
强地挺起，像是探入水中为英雄默哀，又像是英雄化
作的一缕魂魄在冰水中进行最后的挣脱。

其四，晚年笔墨中，于希宁愈来愈注重格调的锤
炼，他像在画梅的行为中，完成了对现代人忽略掉的
“画格”的重新唤回。画花卉者极易滑向甜媚而至媚
俗，于希宁始终掌控着画笔的调性，保持着情感的洁
净纯真，唯恐沾染尘俗之气。早年、中年探索的秀
润、明丽规整为清雅、苍劲，渐渐形成书卷气规范，
在以梅花为中心的花卉中，完成了小写意样式的精
美、隽永和清新文气的提纯，于希宁的画文人气质与
民间温情兼有，平易的生活热情与孤峭精神气节并
存。先生还为自己制定出“进步计划”并通过不懈地
实践一步步得以实现，这对于我们后辈更是一种无形
的鞭策。今天，在欣赏先生墨迹、温习着先生教诲的
同时，还不时为他由修养支持的探索精神所激励，不
绝如缕的耳提面命悠远绵长。

（作者为于希宁先生的学生）

于希宁为什么画梅

走近淑安堂

▲1948年，与夫人郎淑清在青岛山大农学院。▲1947年“于希宁画展”在北京举办，书画界名人悉数
到场祝贺。(后排左四为于希宁）

▲1991年赴江南写生，于古藤前。 ▲2001年1月，于希宁在寓所拄杖创作。 ▲于希宁晚年生活照。

▲《大藤萝》170cm×93cm 1979年

▲《双题绿梅》68cm×68cm 1993年 ▲《铁骨冰魂》143cm×365cm 1987年▲《岁岁攀缠舞》97cm×73cm 1986年

编者的话
值“三魂一心·于希

宁诞辰一百周年艺术
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
之际，本报特推出于希
宁艺术展专刊，选登了
部分专家、学者及于希
宁先生学生等人的纪念
文章，缅怀这位德艺双
馨的艺术大家。因版面
所限，所选登稿件均有
所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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