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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由大众报业集团主办、山东新闻
书画院协办的“寸草报春晖”——— 刘广东书
画作品展暨捐赠仪式在山东新闻美术馆举
行，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人大书画院
院长董凤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
厅长徐向红，省文联党组书记于钦彦，省新
闻工作者协会主席高挺先等有关部门领导，
以及单应桂、郭志光、吴泽浩、曾昭明、张
仲亭、马林春等著名书画家，社会各界人士
和大众报业集团职工代表300余人参加了开
幕式和作品捐赠仪式。展览结束后，刘广东先
生将把这批倾注了他深情盛意的书画精品捐
赠给大众报业集团收藏。

此展是刘广东先生继2002年6月在山东
新闻大厦举办展览后的第二展，共展出书画
精品78幅(书法、国画各39幅)，涵盖了他10
几年来创作的不同风格的作品，既有独立创
作，也有和书画名家许麟庐、冯其庸、郭志
光等先生的合作之笔。此次展览，照刘广东
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位大众日报老报人
向报社同事们的一次“工作汇报”，也是与
朋友们的一场精神际会。

省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徐向红
在致辞中回忆当年和刘老在一起工作的时
光，“刘老耳提面命，手把手地教，我们受
益非常大。我更感动于刘老退休之后致力于
书画艺术，有坚强的余力和不懈的追求，这
也体现了我们宣传文化阵线领导同志的素
养。刘老不仅是对书法技艺进行研究，更重
要的是他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他体现‘三严
三实’的精神，修身、治学和书画研究有机
结合，给我们指明了这方面的道路。”

大众报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编辑
傅绍万在开幕式上说：“作为一个大众报人，
我感觉和刘总的心是相通的。‘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春晖，就是我们报社的养育之
恩，寸草，可以代表报人，也可以代表刘总捐
赠的书画精品。报社是我们大众报人的母亲，

每一个大众报人都是她的儿女，儿女对母亲
的感情是最真挚的，每一个大众报人都有这
么一份真情。”傅绍万回顾了刘老担任大众
日报主要领导时对报社的重要贡献，认为他
在传承了一份辉煌事业的同时，也传承了一
份高尚的情操。“一个人才能的发挥有无限
的空间，刘总将激励我们在职业的追求中，登
上一个更高的高度。人的职务有高低、奉献
有大小，只要有一颗知恩图报的心，就能赢
得尊敬。谢谢刘总对报社始终不渝的一片深
情和对报社的无私奉献，也衷心祝愿刘总艺
术之树常青，艺术之果满枝头。”

在展览现场，著名书画家单应桂由衷地
称赞了刘广东先生人品、画品和书品，“他
上一次展览我也来了，这次我尤其觉得他人
画俱老、人书俱老，随着年龄的增长、修养
的提高，作品更加成熟。特别是他的梅花，
很有张力。”单应桂说，从“寸草报春晖”
这个展览题目中，可以看出刘广东先生谦虚
的品德和感恩的心。

著名花鸟画家郭志光认为，刘老今天的
书画展和书画作品捐赠活动意义非常深远。

“他事业心的执着、他在文化传承上的奉献，
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佩的。我作为他的老朋
友、老画友、老书友，也是他的崇拜者，感到特
别受鼓舞和高兴。我非常崇拜的一点是，刘老
为人非常谦和、诚恳，他的画品和他的人品一
样，正直大气，有追求、有格调。”郭志光用庄
子所说“大美不言”来概括刘广东先生所追求
的艺术境界，并表示，这也是他一直追求的。

刘老这次展览的寓意正是汇报、感恩和
感谢。他在致辞中说：“这次我首先汇报退休
以后做的一些事情。大家知道我在用心地、用
功地学习书画，曾经出过几本书画作品，办过
展览。2013年，我出了一本书《书画诗文选》，
一共是39幅画、39幅字，寓意是大众日报创刊
于1939年。1939对大众报人来说，是一个值得
永远纪念、不能忘记的时间。我把这些作品捐

赠给集团，就是要表示我的心跟大众日报、跟
集团永远联系在一起，表达我对报社美好未
来的衷心祝愿。我要表达的第二点就是感恩。
大众日报从创刊那天起，我们的先辈，一届一
届的领导、一代一代的老职工，前仆后继、浴
血奋战，用鲜血和生命写下无数英雄的篇章。
他们培育了宝贵的大众报人精神、大众报人
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就是无私奉献。大
众日报的第一任总编辑匡亚明同志生前立下
遗嘱，要把骨灰埋在大众日报的创刊地，是
这种精神文化最集中的体现。也正是这种精
神哺育了我，成为我不断前进、不曾懈怠的
不竭的力量。真是此恩浩荡，寸心难报。”

“第三个意思是感谢。我刚来报社的时候
已是而立之年，对新闻工作既向往又陌生，正
是一些老领导、老同志的亲切关怀和帮助，使
我逐步丰富、成长起来，从一个普通编辑成为
报社的主要负责人。在我主持工作的那些年
月里，我们班子的全体同志，我们广大的中层
干部、全体员工全力地支持我，这是我永远不
能忘怀的。我退下来的这15年，无论从外延还
是内涵上，报社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包括
书画事业。众多的画家朋友也都是我的义务
丹青老师，正是他们的指导和示范，使我的艺
术鉴赏力、艺术创作水品慢慢有了一些提高。
上面提到的这一切，都使我感谢、感激。”

刘老谦虚地声明：“我不是画家，不是
书法家，我只是一个爱好书画、支持书画事
业发展的退休的新闻工作者。”

已走过76载岁月的大众日报，之所以能
筚路蓝缕开启征程，饱经风雨玉汝于成，靠
的就是一代又一代对大众报人精神的传承。
作为大众日报的同龄人，刘广东先生对大众
报业集团有着深厚的感情。从集团领导岗位
退下来后，他潜心书画艺术创作，堪称“老
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楷模。他这次书画捐
赠所体现出的高风亮节，正是这种精神的延

续和发扬。 (本报记者 李可可)

“寸草报春晖”

刘广东书画作品展暨捐赠仪式举行

刘广东 1939年生，山东东阿县人。毕
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高级编辑、大众日报
社原总编辑、社长。现为山东新闻美术家协
会名誉主席、山东楹联艺术家协会顾问、中
国孔子诗书画研究院名誉院长、山东羲之书
画艺术研究院名誉院长，受聘山东大学兼职

教授、山东师范大学专业咨询委员。系山东
省首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出版有《刘广东篆书孔子语录百
则》、《刘广东篆书毛泽东诗词》、《刘广
东书画诗文选》、《毛泽东伦理思想简
论》、《陈文钩沉》等。

刘广东先生书法幼习唐楷，继法晋行，
擅金文，师从蒋维崧教授。书风高古豪放，
雍容华润，朴茂自然。其写意国画，兼取众
家之长，重神气意蕴，墨气淋漓。曾多次举
办个人书画展，作品被多家博物馆、美术
馆、档案馆收藏并流传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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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僧虔句 书之妙道 神采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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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书法与绘画艺术，是
中国文化哲学的水墨迹化，着重于
通过书画抒写画家的文人情怀，表
达对生命的感悟、对自然精神的领
会和对博大宇宙的敬仰，让人们经
由这份体会和感悟，去领略生活和
生命之美好，探寻浩瀚宇宙的无穷
奥妙。

刘广东先生无疑是深谙中国艺术之道
的。早年，他以书法名世，他的书法，追求
的是一种机锋荡尽、淡然天真的境界，是一
种在老中求鲜活、枯中取韶秀的老境。其用
笔用墨，时疾时涩，枯中求润，提按顿挫之
间如水流云行，线条回旋中又见风骨铮铮，
有一种飞动的美感。在结体和笔画的处理
上，他追求稳实有力，含蓄蕴籍，而在深处
却暗藏玄机，充满转折，在矛盾冲突中形成
书体内在的张力。

刘广东先生笔耕墨韵多年，而他对于篆
书又情有独钟，是否因为这种古老的文字涵
泳着一种婉转优雅的文化精神，与他此时内
心的情境是相通的？刘广东先生曾经长期学
艺于著名书法家蒋维崧教授，深得真传，其
篆书行笔圆转、线条匀净，追求力度、速度
都很匀平的运笔，给人以纯净简约的美感。
刘老在运笔用墨上，特别注意刚柔相济，从

而形成“阴阳激荡”的灵动与神韵。同时，
他在书写时重在书法精神的表达，不求笔笔
圆转，字字工致，而是“笔从圆处还求直，意入
圆时觉更方”，通过线条的粗细和运笔的疾涩
变化，达到飞中求挫、拙中寓奇的书写之美。

刘广东先生习书多年，孜孜以求，独得
妙处，为同道称颂。而令人讶异之余欣喜不
已的是，他近年以书入画，于写意花鸟画领
域风姿绰约，渐成面貌。从本次“寸草报春
晖”——— 刘广东书画作品展所推出的作品来
看，他的花鸟画并不专于形似，而是独得象
外旨趣，传递超逸淡泊、悦性怡情的文人情
怀。所以，他在画面呈现的亦是水墨融会的
境界，或竹叶婆娑，亭亭有节；或梅花灼
灼，老干铮铮；或牡丹璨璨，芳华吐蕊。偶
有喜鹊敛翅于眉梢，蜂蝶翔舞于花前，俯仰
照应，天趣顿生。

刘广东先生的花鸟画创作，在艺术风格

上，深受当代名家郭志光先生影
响，生活中，二老亦师亦友。此次
展览中的几幅合作作品，即为二人
友谊所凝。余亦有幸，尝与二位先
生交游砚边，见证了这段翰墨友
情。展览中一幅灼灼怒放的《梅花
图》，就是在刘广东先生的画室完
成的。刘老提前画好大致面貌，郭

老师再补石添鸟，更以枯笔焦墨写出穿插迂
回的梅干老枝，画面愈发呈现苍郁老辣之
气。另有一幅《竹石图》，亦由刘老提前写
出风中摇曳的枝叶，郭先生补石题款，珠联璧
合，相映生辉。书画艺术，本为文人兴会之妙
品，其中气象，岂可以一技一艺之云乎哉？

书画，就是这样一种充满醉意的舞蹈，
技法与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在精神气
韵的贯通。刘广东先生淡泊名利，涵泳人
生，其内在气质与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是相
通的。此次展览，更是倾其精品佳作捐献报
社，令人颔首感奋。所以，我们欣赏他的书
画时，内心会有一股暖暖的溪流静静流淌。
苏轼诗中曾云：“君看古井水，万象自往
还”，一颗真正欣赏艺术的心，就像宁静澄
澈的井水一样，映得出自然万象在里面自由
往还，天机流荡，从容舒卷。

让我们共同体会这份美好。

大美无言
——— 刘广东先生书画作品展观后

□ 支英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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