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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推动少儿美术教育事业发展，培
养和激发少年儿童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热情，
发掘少儿书画艺术人才，促进少年儿童全面健
康成长，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
公司与大众报业集团联合举办2015年“中国人
寿杯”山东省少年儿童书画大赛活动。

本次活动面向全省少年儿童广泛征集以
“牵手国寿 孝善为先”为主题的绘画、书法
作品。活动将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围绕尊
老爱幼、善言善行开展活动，同时融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以表现如何实现文明、和谐、
诚信、友善的“中国梦”为内容征集作品。充
分发挥少年儿童的想象力，围绕“孝”“善”
等现实题材进行联想、表现。

(本次大赛不收取任何费用)
一、活动主题：“牵手国寿 孝善为先”
二、主办及支持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
东省分公司 大众报业集团

支持单位：山东省美术家协会 山东省书
法家协会

承办单位：大众报业集团山东新闻书画院
协办单位：新视听网

三、参与对象
活动面向全省6-16周岁的少年儿童，依照

年龄段划分为两组参加评选：儿童组(6—12
岁)；少年组(13—16岁)。
四、参赛作品要求
(一)参赛作品类别

1、书法：硬笔书法、软笔书法、篆刻。
2、绘画：拼贴画、国画、油画、版画、

水彩画、水粉画、素描、速写等，可自行命
名。相关要求如下：
(二)参赛作品内容

1、必须为自己所思所画所作、率真自
然、充满感情的原创作品，如有虚假，相关法
律责任自负。

2、健康、向上、主题鲜明、形式新颖、
艺术风格突出，富有生活情趣和时代气息。

作品中不要出现政治性或商业性标志符
号。参与本次活动的作者保留署名权，作品著
作权的其他权利归主办方所有，并同意主办方

将作品进行出版发行。限于人力，恕不退稿。
(三)作品尺寸

书法作品：尺寸不限，勿装裱。
绘画作品：尺寸不得大于四开(40×60厘

米 )，不小于八开，国画作品不超过四尺斗
方，勿装裱。

作品提交时在背面右下角填写作者姓名、
分组、类别、作品名称、指导老师姓名及联系电
话；报名人姓名、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
(四)提交时间及数量要求

报名截止日期和作品征集日期统一为2015
年5月1日。
五、奖项设置

大赛组委会将聘请省内著名的书画家、书
画教育家、儿童教育家组成专家评委会，对征
集的作品进行评审。

1、竞赛奖
儿童组金奖15名、银奖30名、铜奖60名。
少年组金奖15名、银奖30名、铜奖60名。
2、优秀奖1000名，颁发获奖证书。
3、优秀指导教师奖：10名。

全省排名前10名的指导教师将获得“优秀
指导教师奖”。优秀指导教师将推荐至中国人
寿总公司参加优秀指导教师的全国级评选。

4、最佳网络人气奖：10人
5、优秀组织奖若干。
评选出的金、银、铜奖的210件作品上传

到新视听网，我们会电话通知参赛小朋友在6
月1日至6月30日登陆新视听网展开网上投票，
投票前10名者为“最佳网络人气奖”。(新视听
网址：www.jnnc.com)
六、大赛奖励

1、主办方将在山东新闻美术馆举行隆重
的颁奖典礼及获奖作品展(金、银、铜奖及部
分其它奖项作品)，届时，将邀请有关领导和
知名书画家为获奖者代表颁奖。新视听将设专
栏同期展出部分优秀作品。

2、大赛组委会将对获奖者颁发荣誉证
书，金、银、铜奖还将获得奖品或纪念品。

3、部分金、银、铜奖作品将在《大众日
报》书画专版刊发。

4、金奖获得者将受聘为山东新闻书画院

特约小画家，并优先参与山东新闻书画院举办
的各类活动。

5、获奖作品将优先推荐参加中国人寿总
公司与中国美术家协会艺术委员会联合举办的
全国级评选活动。
七、联系方式

投稿地址：济南市泺源大街2号大众传媒
大厦4楼山东新闻书画院 于松波收

邮编：250014
联系电话：(0531)85193612、85196804
详情请登陆新视听网 (新视听网址：

www.jnnc.com)
“中国人寿杯”山东省少儿书画大赛组委会

2015年“中国人寿杯”山东省少儿书画大赛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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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水无香

印象水墨
——— 杜华绘画作品展

杜华 济南市美术馆馆长，济南画院院长，
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
术家协会综合材料绘画与美术作品保存修复艺术
委员会委员，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
政协委员，济南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享
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先后在法国埃克
斯国家艺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作高级访问学
者。她的作品既有传统的笔情墨趣，又有令人耳
目一新的现代构成元素。多年来对中西绘画艺术
的实践与体悟，使她独具匠心，自辟蹊径，将西
方艺术与东方水墨巧妙结合，用自己的理念创造
出一种全新的绘画语境。

保利2015春拍
崔如琢作品3 . 64亿创新高

刚刚落槌的保利香港2015春拍，崔如琢大师
专场25幅作品以3 . 64亿港币价格创下了历史纪
录，其中《葳蕤雪意江南》8条屏以2 . 36亿港币
价格破单幅作品最高纪录。

深秋的大明湖畔，午后的阳光穿过柳
枝的疏叶，洒照在近岸的荷塘。绮丽的花
期已成光影里的旧梦，唯有泛黄的荷叶与
曲折的荷梗，交错扶疏，托举起饱满的莲
蓬，满怀欢喜地收录季节的歌声。微风拂
过，凉意初透，水面的雾气和阳光缠绵，
弥漫起温润的朦胧之气。眼前的荷塘，纷
披中依稀可见盛期的花事，衰微中蕴含着
潜滋暗长的生机，透出一种欲说还休的淡
淡诗意。这样的景物似乎也是熟悉的，那
就是杜华的水墨画境——— 参差的色彩、玄
远如梦的调子、弥散升腾的水汽以及脉脉
流动的温情。

在杜华以荷花为主要题材的水墨画作
《心·境》系列中，这样的画面语境清晰
而深入。其中的一件横幅作品，画面的上
半部分全是浓重的墨色，仿佛一团浸透了
水分的云，翻滚着、聚合着、冲撞着，似
乎只要有一星闪电，就会大雨滂沱。墨云
的下面，是安安静静的荷塘，应该是临冬
的荷塘了，满池的荷花卸去了好看的花
萼，只有干枯的荷梗和头颅一样的莲蓬，
努力地撑开一片亮色。那些枯笔淡墨写出
的线条有着挺拔的质感，如剑，似戟，执
意要戳破苍穹，迎迓一场命定之中的风
雨。

再看另一幅画面：用浓墨大写出来的
两片硕大的叶子，像蝴蝶的两只黑色的翅
膀，翩然翔舞在画面的中央。叶子的后面
是错落的枝条，那些枝条，远去了青葱的
时光，被季节的风雨折弯，却又像曲铁柔
丝一样，硬硬铮铮，无言苍茫。而这枝与
叶的交错，似乎暗合着某种神谕，微茫的
水面不见一丝波痕，却分明有一种力量，
在岁月的淤泥下盘根错节，酝酿着另外一
场盛会。

杜华的水墨创作，始终有着如梦如幻
的唯美意境，而在她精心营造的含蓄、静
谧、玄远、迷蒙的画面的更深处，仿佛又
可以听到爱与生的挣扎、芜杂与秩序的抵
牾、光明与黑暗的浑融。不同于一般意义
的传统花鸟画作品，她的画作并不刻意描
摹具体物象的真实形态，甚至也不局限于
“以形写神”、“迁得妙想”的传统写意
园囿，而是始终有着现代人爱与生的苦
恼，有着对于生存与发展的思考，尽管这
种思考常常是不确定的、飘忽的。其实生
命本来就是一次没有航标的航行，从本原
的地方来，也去向最自然的地方，宣纸上
留下的繁花寂草也应该是自然流淌的艺术
心迹。

以这样的文化心态和审美思考进入水
墨画的创新实践，杜华的创作就有了一种
卓然不俗的气质和韵味。她的画作，既有
传统水墨写意传神的意境之美，又有西方
绘画色彩渲染与光影透视的形式之美；既
有线条的婉转之姿与色块的立体之势，又
有色与墨的冲撞与浑融。这种独到的审美
趣致，构成了杜华以荷塘为主体的水墨作
品鲜明的特色。

中国绘画本来就是一种妙悟的艺术，
不同的人生经历，不同的审美取向，会在
同一幅画中读出迥然的语境。在“心·境”
系列里，杜华选择了荷花作为主要物象，
以秋暮的荷塘作为抒情的场景，意图在司
空见惯的画面中挥写出自己独有的情感色
调。中国人喜欢荷花，喜欢的是“出污泥
而不染”的清洁精神，喜欢的是“亭亭净
植”的绰约之姿。历代画家画荷，也往往
不惜笔墨。而杜华的荷塘系列创作，没有
选取“别样红”的“映日荷花”，而大多
表现临秋时节的荷塘，她是在很固执地用
自己的笔墨说着自己的心事，并不在乎是
否有人听懂。

其实，寒塘枯荷的意象，比之红荷摇
曳的景致，具有更多的象征意义、更多的
性格情感，更能体现画家内在的情绪和文
人旨趣。中国艺术也特别钟爱枯寂古拙之
美，善于枯中求活，静中见动。一汪寒
塘，昭示的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
人生哲学，一枝枯荷，读出的是“秋阴不

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的诗意之
美。枯荷的外在形态是干枯的，而内在是
充实的、丰满的、活泼的、葱郁的。枯荷
以自己的枯朽隐含着无限生机，在生命的
最低点开始了新的历程。所以，我们在欣
赏杜华笔下的秋日荷塘时，常常感觉那些
飞动的线条和湿润的墨点，仿佛是她飘移
不定的思绪的迹化，那些恣肆的墨荷和高
举的莲蓬，仿佛是她桀骜不群的灵魂独
语。艺术贵在有个性，有独到的表达方
式，杜华选择秋日寒塘，是否因为这一物
象更能传递她细腻幽微又卓然不俗的心
境？

看杜华的“心·境”系列作品，我们
会不自觉地联想起著名女画家周思聪先
生。在前辈画家中，周思聪先生是画枯荷
寒塘最多也最为成功的一位，在水墨的运
用和情绪的传达上也令人唏嘘。但周思聪
先生的荷塘，渲染的是生命从抗争到无争
的一种无奈，有一种凄美的、隐隐的痛，
是一种静寂清凉的生命光华。杜华的水墨
荷花，更多意义上是她自己的生活抒情和
生命歌唱，她把自己的欢乐、艰辛、烦恼
化作一片清幽澄静的笔墨，或写或泼，混
沌融合，有一种内在的强健，一种活泼泼
的生命欢欣。

杜华“心·境”系列水墨作品的成功
与她的艺术履历是紧密关联的，她既经历
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系统学习，又对西方绘
画有着长期实践，这就使她的作品体现出
了扎实的中国画传统功力和科学理性的技
法运用。在创作中，她注重墨色与线条的
理性把握，强调水与墨、墨与色的碰撞冲
突与和谐交汇，有意无意地透过皴擦制造
出水墨交融的肌理感，通过感性的画面传
达出了一种幽静深邃、温馨洁净的禅意精
神。大概源于她对于西方绘画的长期研究
和创作经历，她的“心·境”作品的图式
是迥乎传统的，画面构图往往从心所欲，
有时候，感觉她完全是凭着意识的流动和
艺术的直觉，挥毫泼墨，任凭线条墨迹在
宣纸上舞蹈，而这种水墨的“舞蹈”，又
合着内心的旋律与节奏，所以，画面上的
荷影叶语，就有了更多的亲和力，会吸引
着看画人的眼睛，影响着思考者的情绪，
透过眼前的画面看到我们生活的大世界，
看出文化的大智慧。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杜华的“心·境”
系列作品，是传统水墨写意画创作的一次
极具探索意义的实践。这种从心所欲的挥
洒，自然而然的表达，也是画家内心性情
的真实流露。唐人张彦远论画时曾说：
“穷元妙于意表，合神变乎天机”，好的
艺术，发乎心仞，流荡天际。所以，我们
在画面上可以看到断梗残荷，也可以看成
黑云压城、群马狂奔。或者，什么也不
像，什么都不是，就是那么一条线，一汪
墨，水灵灵的，有着生命的温度和活泼泼
的气息，等着你去感知、融入和挥发。

杜华的作品中的这种意蕴之美常常让
人沉浸而感奋，而她在传统绘画中对于当
代观念的融合能力更让人眼前一亮。对于
一个优秀的画家而言，其绘画风格和她的
性情大体是相通的。生活中的杜华，安
静、含蓄、优雅、颖慧，有一种飒然独立
的大气。前不久，在她任职的济南美术馆
里，刚刚主持完朋友画展开幕式的杜华，
邀请我看她近些年的创作。在一间偌大的
仓库里，摆放着她不同时期、不同风格和
不同材料的绘画作品。既有细腻端丽的工
笔画，也有匠心独运的西方油画，还有颇
具前卫意识的当代艺术。然而，在琳琅满
目的作品里，最吸引我眼球的还是她的新
水墨创作，她为这批作品只取了一个统一
的名字“心·境”，是艺术和心灵历经繁
复后归于的澹然之境吧？从这些画作中，
不难看出她经历各种探索之后向传统回归
的努力。其实，绘画和人生大抵是一致
的，经历了曲径通幽，看惯了花红柳绿，
最让我们沉醉的还是那抹淡淡的水墨烟
云。

风荷清境
——— 杜华水墨创作赏读

□ 支英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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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众报业集团、山东美术家协会主办，济
南市文联协办，山东新闻美术馆承办的“真水无
香 印象水墨——— 杜华绘画作品展”于4月7日10
点在山东新闻美术馆开展(泺源大街2号大众传媒
大厦四楼展厅)，展期十天。展出杜华数十年来
创作的精品力作80余幅。

开幕式现场，著名作家李存葆在致辞中说：
“杜华是齐鲁大地上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的女画
家，她勇于创新、善于创新，她在中国画传统的
墨山上探骊得珠，在西洋画海中采珊拾贝。杜华从
不轻视传统，传统是什么？是金项链，也是铁锁链，
是指路标，也是挡路石。但对一个画家来说，只有
走进传统，才能跳出传统，才能挣脱前人的笔
墨。从她的画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方美学元
素的互相碰撞、互相掺和，融为一体，形成她独
特的、打有杜氏印记的鲜明风格。杜华是一位有
悟性的画家，悟性，灵物也，小用则小成，大用
则大成，不用则不成。勤奋才能使悟性开发。在
七色迷目、五音乱耳，连空气中也弥散着物化气
味的当今世界，物欲影响着艺术，但杜华的画作
启人以自尊、自重，发人以高雅、高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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