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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简介
韦辛夷 1956年生于山东

济南。擅长中国人物画，毕业
于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1992年深造于中国美术学院刘
国辉教授工作室，为首届中国
人物画高级研修班成员。现为
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济
南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山东书
画学会副会长，中国美术家协
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济
南专业技术拔尖人才，被列入
山东省高层次人才库，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代表作有《鸿蒙初辟》
《蓄须明志》《马陵道》《灵
山法会图》《在那个夏天》
《小岗村之夜》《广陵散》
《怀沙》《好日子》《拯救希
望》《大地之子——— 袁隆》
《闯关东》《拾荒者》等。其
创作风格凝重奇谲，具感染力
和人文内涵。被誉为“融古今
中外于一体，得诗文史舆之四
味”的实力派画家。其水墨小
品恬淡隽秀、意韵悠长。曾多
次出访德国、法国、意大利、
俄罗斯、韩国、埃及、越南等
国家进行艺术考察交流活动。
出版美术专著《占有空间·韦
辛夷水墨人物画创作心迹》
《当代中国画精品集·韦辛
夷》《金手指美术自学丛书·
写意人物》《写意古装人物·
仕女篇》《写意古装人物·钟
馗篇》《中国画名家丛书人物
名家·韦辛夷》《名家·韦辛夷
画高士》。出版文集《提篮小
卖集》等。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集体无意识”
不读书会怎样？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集体有意识”
读书又会怎样？

物质和精神哪个更重要？——— 尤其是中
华民族正在崛起的今天。

韦辛夷用一幅《拾荒者》，向所有人抛
出了严肃的诘问。

这幅作品甫一亮相，就备受好评，入选
第十二届全国美展，并成为全国美展上为数
不多的写意人物画力作。以其高远的立意、
平中见奇的构图、极具表现力和学术价值的
笔墨，引起业内人士和社会的高度关注。

韦辛夷以中国画大创作闻名于画坛，
《鸿蒙初辟》《马陵道》《灵山法会图》
《广陵散》《蓄须明志》《小岗村之夜》
《大地之子》《闯关东》等经典作品，既是
他辉煌的艺术印记，也是他需要跨越的一个
又一个高度。而他总是以独具眼光的题材和
天马行空的艺术灵感，一次次给美术界带来
惊喜。

这一回，韦辛夷又以时代风气的先觉意
识再次扣准了时代的脉搏。

一个拾荒的老人，一杆称废品的秤，一
身破旧的衣服，一脸专注的神情。

他在做什么？
他在读书！

仔细一看，这应该是书店里最僻静的一
个角落，因为放置消防栓而留出的一个狭小
的空间。或许只有在这里，这位拾荒老人才
有一点安全感，然而，他小心翼翼捧着书的
僵硬手型，还是让人看出了他微妙的紧张和
自卑。尽管如此，从专注甚至可以称为虔诚
的表情来看，他还是被书的内容深深地吸引
着。对他来说，买回去看或许属于奢望，那
就偷得浮生半日闲，先在这里看个痛快！

看上去这么简单的一幅作品，为什么能
带给观者心灵的震颤？

好的文艺作品，一定要体现艺术家的社
会责任，一定要有批判现实的价值取向，一定
要有对人民大众尤其是底层人民的悲悯之心。

这些元素，《拾荒者》都做到了。
中国是文明古国，文化源远流长，几千

年文脉延续不断，在世界文明史上都堪称独
一无二的奇迹。然而，对文化的重视，对读
书的倡导，在历史上也多次走过弯路———

焚书坑儒太过久远，我们暂且不提；
“文革”的“读书无用论”也早被扬弃，成
为历史。“文革”后的上世纪80年代可以称
之为读书人的黄金年代，喜欢读书的人空前
增多，诗歌、文学、美术在人们心头崇高而
神圣。随着商品经济大潮迅猛掀起，物质文
化需求放在了主导地位，精神文化需求似乎
退居到了次要位置。发展到今天的手机时

代，低头族越来越多，无论在饭桌上、沙发
上、公交车里，人们一直捧着手机刷个不
停，碎片化浅阅读越来越多，专注并系统读
书的越来越少，国民阅读率低得让人尴尬。
物质生活确实丰富了，但精神生活跟上了
吗？从某种程度上说，如今社会上常见的浮
躁和戾气，与精神的荒芜密切相关。

今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发出
呼吁，希望全民阅读形成一种氛围。他提
出，“书籍和阅读可以说是人类文明传承的
主要载体”，“用闲暇时间来阅读是一种享
受，也是拥有一种财富，可以说终身受
益”，“把阅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把它与
工作方式相结合，不仅会增加发展的创新力
量，而且会增强社会的道德力量”。读书成
为“两会”的热门话题，一方面是国家高层
领导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问题的普遍性
和严重性。

这番话引起社会广泛共鸣，也证明了韦
辛夷作为艺术家的敏感性和前瞻性。

以上谈的是《拾荒者》社会层面的意
义。从中国画的艺术角度来看，《拾荒者》
同样具有重要而独特的价值。

中国人物画从历史走到当代，可以说走
到了举步维艰的困境。徐悲鸿，蒋兆和等倡
导中西结合，把西方美术的素描等基本功引
入中国美术教育体系，成为人物画创作中最

主流的“徐蒋体系”。这个体系培养出了众
多优秀画家，产生了一批优秀作品，但也一
直备受争议——— 人物画的创作越来越西化，
中国画独特的审美到哪儿去了？

韦辛夷延续了他在《闯关东》中已经大
获成功的笔墨探索，并在《拾荒者》中有所
拓展。《拾荒者》以难度极大的线性笔墨结
构画面，近距离观看局部时会发现，整幅作
品全都由长短粗细不一的线条构成，这使得
作品极具表现力，却并没有一般写意人物画
“擦炭像”式的死板，人们惊奇地发现，纯
正的中国笔墨，也可以创作出有塑造感、震
撼人心的现实主义作品；与《闯关东》相
比，《拾荒者》的手法更加率性而自信。这
固然与题材不同有一定关系，但也说明韦辛
夷在写意人物画领域多年的探索已经到了挥
洒自如的成熟期。

“拾荒者”既是身份表达，又是精神诉
求，表现了非常“接地气”的典型生活瞬
间，体现了艺术家对典型事件、典型人物、
典型动态的捕捉能力。作品在蜷缩的形体和
专注的神情中昭示情感的外拓；在隐喻和反
讽中包含深切的忧患；在春风化雨、润物无
声的意境中唤起人们的思索和自省，是一幅
“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

人人都读书，才有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人人都有梦，合在一起就是“中国梦”。

旅美画家李晨作品展
“古意·回真”旅美画家李晨作品展于4月

18—20日在山东省文化馆举行。本次展览由中美
艺术家联合会主办。

中国梦·龙江情

——— 黑龙江工业版画作品展览

张欣鑫作品 （张欣鑫 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美术
教育专业，济南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书画部副部长）

韦辛夷《拾荒者》230×158cm 第十二届全国美展入选作品

《拾荒者》局部一 《拾荒者》局部二 韦辛夷工作照

韦辛夷近照

有这么一个
群体，他们耕耘
在少儿书画艺术
培训事业中，自
己的艺术追求与
绘画作品却少为
人知。今天我们
继续推介几位年
轻的少儿书画推
广者和教学者，
希望他们在育人
的同时不忘自己
的梦想，也期待
更多人加入到这
个队伍中来。

刘 军 作 品
（刘军 宁阳县
第一小学书法办
公室主任，中国
硬笔书法家协会
会员，山东省书
法家协会会员，
民革中央画院泰
山书画创作基地
专职书画家）

梁立军作品
（梁立军
淄博市周村
区人。淄博
市书法家协
会会员，中
国硬笔书法
协会会员，
淄博嘉周书
画 院 副 院
长）

杨悦作品
（杨悦 济
南市文华培
训学校美术
教学部长，
毕业于山东
艺术学院油
画专业）

刘海霞作品
（刘海霞
毕业于济宁
学院美术教
育专业，济
宁市嘉祥县
第二中学美
术教师，济
宁市嘉祥县
艺海艺术学
校 美 术 教
师，济宁市
嘉祥县美术
协会会员）

为了庆祝建国65周年，展示黑龙江工业的发
展历程以及取得的成就，4月25日至5月25日，由
济南市美术馆、黑龙江省美术馆主办的“中国
梦·龙江情——— 黑龙江工业版画作品展览”在济
南市美术馆展出，这是该展全国巡展的一站。

《武训歌谣》

董凤基、刘广东、吴泽浩书画展

由大众报业集团、山东人大书画院主办的《武
训歌谣》董凤基、刘广东、吴泽浩书画展，将于2015
年4月29日、30日、5月4日在济南市泺源大街2号山
东新闻美术馆举行。同时出版《武训歌谣》董凤基、
刘广东、吴泽浩书画集，29日上午10：00在山东新
闻美术馆举办画展开幕式画集首发式。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每年的4月23日定为世界读书日，提醒人们勤读书、
读好书。昨天是2015年的世界读书日，今日大众书画专刊推出著名画家韦辛夷的画作
《拾荒者》，弘扬勤学好读的精神，提倡在任何环境下都不忘初心、渴求知识与文明
的人生态度。《拾荒者》也是第十二届全国美展入选作品。 ———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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