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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文化穿越千年，在当代开花结果。千百年来，儒
学文化在传承与传播中，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此
果，即“儒果”。而在今天，“儒果”，不仅可为文本，
可为声响，还可为艺术、为生活，甚至可为一切。“儒
果”系列创意艺术品既是在当代社会的温润土壤中，结出
的累累硕果。

“儒果”系列创意艺术品就是将儒学文化的思想精髓
和与其有关联性的植物果实对应起来，根据果实的读音、
外形、品性、文化寓意等特有属性，结合儒学经典语句，
通过绘画、书法、陶瓷等诸多艺术形式展现出来。此类创
意性艺术品，堪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传播与普及的新形
式，足以展现儒学文化的时代温度与恒久魅力。

第一款：儒果之石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语出《周易·坤·文言》，意思
是指积累善行善德的家族福报会连绵不绝，家族的后代也
会承受福报。石榴是广为人爱的一种水果，在收获的季
节，红如珍珠般的千万颗粒跃跃欲出，给人以丰收的喜
悦，预示着事业有成、富贵吉祥、子孙满堂、皆大欢喜。
而这一切，无不来自于积善行德，乐善好施。

第二款：儒果之荔枝(利者，义之和也)

利者，义之和也。语出《易经·乾·文言》，意思是说人与
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要达到和谐共生的状态，相关各方才
能获取利益的最大化，实现互利的最佳状态。荔枝为盛产于
南国的水果，因果肉甘甜、味道鲜美而广为人爱，加之红色果
皮，极容易给人以收获、热烈和吉祥的感觉。“荔”与“利”同
音，其寓意便为人们找到“义利之和”的生财之道。

第三款：儒果之桃子(仁者寿，智者乐)

仁者寿，智者乐。语出《论语·雍也篇》，其中有“智者乐
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之语。意思是
说，智者多爱灵动的水，仁者多喜厚重的山；智者喜欢动的东
西，而仁者喜欢静的东西；智者是快乐的，而仁者是长寿的。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桃子祝寿的习俗，文学作品中还将桃子

描述为“三千年开花、八百年结果、八百年成熟”圣果。以桃子
比喻仁者，既是对长寿者的祝福，更是对有德者的美好期待。

第四款：儒果之佛手(富而好礼)

富而好礼。语出《论语·学而》，意思是指富裕之后要明礼
仪、知荣耻。诚如管子所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
辱。”佛手果实在成熟时各心皮分离，形成细长弯曲的果瓣，
状如手指，故名。佛手本身就是成熟的象征，人的富裕程度通
常与其心智成熟度成正比。而佛手寓意着慈悲为怀、谦恭礼
让，这与“富而好礼”不谋而合，对事业有成的人们帮助他人
和社会是一种感召和鼓舞。

第五款：儒果之苦瓜(先事后得，非崇德与)

先事后得，非崇德与？语出《论语·颜渊》，意思是说先埋

头做事情，然后再考虑得失，难道这不是对道德的推崇吗？在
这里，说出此话的孔子是教育人们，人行于世，要想获得某些
利益或好处，首先要懂得付出，要积极践行。惟其如此，收获
的果实才会成为自己的囊中之物。苦瓜入口感觉苦涩，但有
益人体。先苦后甜，这对人而言，是一种必备的心理素质，更
是一种正确的行事准则。

第六款：儒果之莲蓬(大蓄，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

大蓄，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语出《周易·大蓄卦》，意
指坚强有力的性格与醇厚诚实的禀赋交相辉映，人的道德自
会一天比一天提高。成熟的莲蓬，莲子充盈其中，个个颗粒饱
满；莲蓬的生长，是不断积累、不断更新自我的过程；而整个
莲蓬则会随着日子的演进和身段的加长而变得越来越谦逊
低调。这正与“大畜卦”之所述不谋而合。

山东儒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传承经典，经世致用”为
宗旨，致力于以儒学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
和应用。本套创意艺术品，由山东儒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
合山东省青年美协副主席、济南市青年美协主席魏庆立先生
策划并创作。欢迎各位朋友品鉴、珍藏。垂询热线：0531-
88326962(杜怡女士)。

“儒果”：儒学文化竟可以这样表达

《刘晓刚速写选集》近日由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本书精选刘晓刚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速写精
品百余幅。

刘晓刚 1931出生，山东沂南人。1945年后历
任鲁中大众报社、鲁中南报社、农村大众报社、大
众日报社美术编辑、高级编辑。曾任山东省新闻美
术家协会主席、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现为山
东省新闻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山东省美术家协
会顾问、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出版有《刘晓刚国画
集》、《刘晓刚版画集》、《刘晓刚漫画集》等。2009年
在临沂创建刘晓刚书画艺术馆。

《刘晓刚速写选集》出版

“儒脉相承”孔维克师生提名展将于3月16
日下午开展,展期至3月30日,展览地点:济南市马
鞍山路新世界珠宝古玩城4楼御泽轩。参展画家
为孔维克、房俊焘、褚滨、张勇、李延智、刘
扬、李刚、陈龙伟。

孔维克师生提名展举办

山东美协山水画写生创作

培训班导师写生作品展举行

由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山东青年美术家协会
主办，山东龙图美术馆承办的山东省美术家协会
山水画写生创作培训班导师写生作品展3月15日
-18日在济南马鞍山路52号怡文轩文化艺术城5
楼怡文轩艺术馆举办。参展画家为杨文德、尹沂
明、刘仲原、张健。

泰山玉交易场所落户济南

由济南泰崃天宝泰山玉有限公司创办的泰山
玉艺术品和毛料定点交易场所日前在七贤文化城
南区开门纳客，同时展出20多吨泰山玉毛料和上
百件泰山玉艺术品。泰山玉艺术品和毛料定点交
易场所同时展示了20多吨各类大小不一的泰山玉
毛料，最大的重达10余吨。另外，还展出以泰山
碧玉、泰山翠斑玉、泰山墨玉、泰山红玉(紫檀)
等雕刻的上百件玉山子、摆件、挂件、礼品等。

山东美协：建美术强省 为梦想加力
近几年来，山东省美协经过不懈努力，探

索出建设“美术强省”的新模式，山东美术进
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山东绘画的整体风格越
来越鲜明和突出，形成中国美术版图上的新高
地。一个“美术强省”的不懈探索，为实现
“中国梦”提供着充足的精神动力。

以现代意识激活传统积淀

重铸齐鲁美术魂

近几年，山东美术工作的最大变化，就是
打造了一系列有文化底蕴和灵魂支撑的系统工
程。从2010年起，省文联和美协推出“齐鲁
颂·‘三个一百’美术创作工程”，围绕“百
处山东重要名胜古迹”、“百位山东历史文化
名人”、“百项山东重大历史事件”，组织全
省画家进行创作，这使山东美术有了提纲挈领
的“灵魂”，一下子站在历史的新高度上。
“三个一百工程”就是艺术地弘扬博大精深的
齐鲁文化。“百处山东重要名胜古迹”创作于
2010年1月启动，最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专家
组成的评委会遴选出国画、油画、彩画等106
件参展作品，去年底，美协对“百位山东历史
文化名人”作品的创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拟于

今年6月份完成创作评选工作，并在第七届山
东国际大众艺术节期间展出。

山东省美协常务副主席朱全增告诉记者，
2014年山东美协将以庆祝建国65周年为主线，
以第十二届全国美展为契机，以山东国际大众
艺术节和泰山文艺奖为载体，科学筹划，周密
实施，精心组织开展精品创作、美术展览、创
作培训、理论研究、文化下乡、文化交流等各
项业务活动，努力向着美术强省的目标迈进。
要全力以赴做好第十二届全国美展山东作品创
作评选工作，并以此契机精心组织举办国画写
生创作培训班、国画高级创作研修班等培训活
动，培养更多优秀美术人才；同时要科学筹
划，重点组织开展好“山东省文化产业博览会
暨山东国际美术双年展大型活动”、“翰墨齐
鲁·首届全国花鸟画作品展”、“百位历史文
化名人作品展”等多项大型美术展览活动。

用大品牌凝聚起大兵团“双向”作战

刮起“山东旋风”

2013年，新加入中国美协的山东画家达到
76位，占全国的十分之一。这既反映了山东美
术创作力量的不断壮大，也显示出国家层面对

山东画家的认可。这一切，源于山东省文联和
美协不断向外界推出山东美术大品牌，以此凝
聚起大兵团作战，使画家有了精神的归宿感和
自我价值实现后的成就感，在全省营造出一片
浓郁的美术创作氛围。

在推进“三个一百工程”中，山东省美协成
功组织策划了“山东中国画山水作品晋京展”，
中国文联和中国美协领导对此给予高度评价。
中国美协副主席冯远认为，山东这次山水画晋
京展，规模之大、档次之高、学术性之强，是其他
省份很难做到的。更有北京的著名评论家说：看
了山东的这个展览，等于看了全国美展。

此外，山东美协还陆续将其他画种分别分
期在中国美术馆亮相展出。

既做社会“压舱石”又与市场和国际接轨

激发创造活力

一位山东艺术家这样说：行船的人都知
道，出海必须有压舱石，否则是很容易翻船
的。而包括艺术在内的人文、历史、宗教等
等，就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压舱石”。朱全增
表示，山东美协的工作，就是要把艺术打造成
整个社会的“压舱石”，让它成为饱含“真善

美”的精神家园。
在保持优良传统艺术“基因”的同时，还

必须提升艺术的创新力，与市场接轨，与国际
接轨，打造能够引领时代风潮的艺术品牌，这
样才能以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带动文化产业的
大繁荣，这是山东省美协做的又一件大事。

目前，山东省美协正在配合青州实施国际
书画城工程，这一工程占地500亩，一期工程
投资达到50亿元。书画城建成之后，会成为集
展览、销售、会议、金融、拍卖、创作、培训
为一体的艺术中心。

在美协助推下，除青州外，其他地区的艺
术市场也都非常火爆。目前，山东画廊近万
家，从业人员十多万人，每年书画交易额达
200多亿，直接推动了山东经济发展。

据了解，山东省美协还在通过“政府主
导，市场化运作”的新模式，引入一个国际通
行的美术双年展品牌——— 山东双年展，这又将
打造出一个全新的“城市名片”和文化符号，
提炼出新的城市精神，有效提高山东整个区域
的软实力，并借助学术高度，带动起一条能够
有效改变山东省产业结构的创意文化产业链，
引发新一轮的文化产业发展热潮。(本报记者)

品高书自奇

古人云：“作字先做人，人奇字自古”，又
云：“世之小人，书字虽工，而其神情终有睢目于
侧媚之态。”在国人看来就书法而论，应是“人如
其字，字如其人”。书法不仅是单一的书写形式，
而成为人们对作者人格化的产物。书法这门古老独
特的传统艺术，除其自身具有的法则和艺术规律
外，更重要的是书法中对作者人格魅力功能的体
现，和作者在书法研习过程中，不断地对自身人格
塑造和人品修养的升华。论及高启云先生的书法特
色，不能不以此为开篇语。

高启云(1914—1988)，山东临朐人，原名高启
方，字品端，晚年号“云翁”、“骈邑人”，斋号
“竹石斋”。山东省委原书记、山东省书法家协会
名誉主席、山东老年书法研究会主席、全国书协名
誉理事、全国书画函授大学山东代表。

高启云1914年3月10日出生于山东临朐县赵家楼
村的一个农民家中，幼年的高启云对传统书画有特
殊的爱好和浓厚的兴趣。在家人和村里一些书画爱
好者的影响下，与书画结下不解之缘。他慧而聪
敏，除临池习书外，更是潜心熟读了经史子集，对
诗词歌赋更是酷爱成迷。为其日后书画的长足发展
奠定、夯实深厚的基础。

1983年，高启云向山东省委、中央组织部写报
告申请离休，同年将多年珍藏的一批经历战火洗礼
和“文革”浩劫后幸存的心爱书画藏品，其中有徐
青藤、郑板桥、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家的
作品捐赠于泰安文物管理委员会。同年被聘为中国
老年书画研究会顾问和中国青年书协名誉主席。

高启云离休家居后，自感年事已高、精力有
限，便集中攻读书法、书论，临摹碑帖，正楷、隶
书如礼器、曹全、史晨、经石峪等，行书则为王羲
之的《十七帖》，孙过庭《书谱》、《景福殿
赋》，颜真卿《争座位》、《东方朔画赞》，何绍
基《禁江书院》，皆全本临写数遍至数十遍，装订

成册，友人索去，如获至宝。求书者日踵其门，无
论少长、职务高低，一视同仁、有求必应。

高启云先生书法特点，评论认为：书体行草，
沉着有力，方中见圆。用笔轻重缓急，顿挫有致。
初师颜平原，后师何子贞，晚年不专攻一家，博采
众长，整严有风骨，得颜笔神韵，行楷苍劲古朴、
遒健丰腴，书风劲健大度，参差错落，极富书卷气
和节奏感。走笔酣畅淋漓，谋篇布局纵横捭阖，可
谓形神俱获，畅心悦目。不刻意猎奇，不取巧，字
与字虽少连接，但笔断意连，整篇气脉相通，气韵
灵动，豪气逼人。故其书法给人总的印象是，刚健
雄浑，质朴端庄，苍劲圆润，洒脱自如，有一种刚
直壮阔之美。

“书画同源”，高启云先生不仅对书法有深入
研究和成就，且精于绘画，只是画作不轻易示人。
据他本人在《学书画自述》中所记，学画乃是“从
童年时代就喜欢”，后因投身革命，书画家之梦早
已抛脑后，离休后重操画笔。高启云先生爱高凤翰
的山水和郑燮的竹石。正如在其题画诗中所题：
“写竹写石任意来，信手落笔在自然”。深得文人
画之三味。

正当高启云先生书法创作步入佳境、人书俱
老、日臻完美之时，不幸于1988年9月3日突然病
逝，终年74岁，先生的艺术生命戛然而止，使得生
前要在80岁时举办一次个人书画展的宏愿成为终生
遗憾。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高启云先生一生做
了许多大事、好事，从不居功自傲，为了党和人民
的事业从不宣传自己。德高声自远，追思慕长风。
在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作为他的晚辈后人百感
交集……高启云先生不平凡的一生及人格魅力和翰
墨不灭的馨香，是一笔无价精神财富。“启迪后
人，云霄千古”，永远激励着我们奋发向前。

(高延军)

今年3月10日是高启云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为追念先

生对我省弘扬民族书画艺术所作的贡献，谨将此文以示

对他的追思和怀念。

王兴堂 1973年生于山东郓城
县，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先
后获学士、硕士学位。师从贾又福、
姜宝林、陈平教授。1998—2003年任
教于四川美院国画系 ,现为山东艺术
学院副教授，国画系副主任，山东画
院院聘画家，获第四届山东省政府泰
山文艺奖。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展和
全国性美展书法展并获奖。被中央美
院美术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清华大
学、西班牙皇家美术学院、山东大
厦、黄宾虹艺术馆、济南市博物馆、
南京凤凰美术馆等专业机构收藏。出
版《水墨品质——— 王兴堂卷》等多部
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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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韵系列之有无之间

台湾太鲁阁写生

朝晖

颗颗珠玑

自题


	1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