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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应桂先生近作展将举办

单应桂艺术简历
单应桂 1933年9月生于济

南，祖籍高密。
1949年5月参加工作，任山

东人民出版社助理编辑。1956年
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受
业于叶浅予、蒋兆和、李可染、
李苦禅、刘凌沧诸先生。

从事美术工作近60年，创作
了大量美术作品，并培养了一大
批优秀美术人才。代表作品：
《湖上婚礼》、《做军鞋》、
《当代英雄》、《逃亡》、《沂
水欢歌》、《春风》、《山村妇
女组画》等。作品十余次入选全
国美术作品展，多件作品获国家
级奖励，并被中国美术馆、中国
革命军事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
馆等单位收藏。国画作品《当代
英雄》、《春风》入编《中国现
代美术全集》(中国画卷)，版画
作品《三口之家》入编《中国现
代美术全集》 (版画卷 )，年画
《做军鞋》入编《中国现代美术
全集》(年画卷)。《当代英雄》
入选“百年中国画大展”及《百
年中国画集》，《湖上婚礼》入
编《20世纪中国美术——— 中国美
术馆藏画精选》。《盛装的卓
玛》入选《第十届中国艺术节·
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

作品先后在瑞典、芬兰、前
苏联、德国、美国、日本、意大
利、法国等20余国展出。出版有
《单应桂画集》(1999人美版)、
《单应桂国画选》 (山东版 )、
《单应桂画集》(2014人美版)、
《砚边寄情》(散文·内蒙版)、
《容园绘事》(散文·青岛版)。

1988年和1995年两次被授予
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山东
省“三八”红旗手。1994年被国
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并
获台湾省文艺作家协会第十七届
中兴文艺奖章和日中水墨交流协
会“日中文化交流特殊贡献
奖”。

现任山东艺术学院教授、山
东省美术家协会顾问、山东省文
史研究馆馆员、山东省女书画家
协会终身名誉主席；曾任中国美
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协年画艺
委会委员、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副
主席等职。

凡是见过单应桂先生的人，都会对她的热情儒雅和满头银
发留下深刻印象，在她那里，似乎总有说不完的开心事儿。不
久前，单老一见到记者，就分享了我一件喜事儿：她刚刚被60
年来多次去体验过生活的济南王舍人镇的冷水沟村授予“荣誉
村民”称号！她的老同事、著名画家张宏祥先生得知这个消息
后，也激动地对她说：“你这辈子虽然得奖无数，但我觉得份
量都不如这个‘荣誉村民’重！”“他甭提多羡慕我了！”说
完，又伴着一串爽朗的笑声……

生于1933年的单应桂先生已到耄耋之年。八十岁时，她曾
赋诗抒怀：“庆生八十载，奋笔六十春。一幸遇良师，二幸习
艺勤。从教卅七年，弟子已成林。三幸子女孝，四世同堂亲。
早年虽坎坷，更幸多知音。不羡名和利，一颗平常心。处世要
宽厚，换位理解人。五幸逢盛世，画章笔意新。”了解单老的
人都知道，在她漫长的人生岁月里，其实充满了坎坷、不幸和
无奈。可无论是童年时八年逃亡的苦难，还是历次运动时下放
到农村劳动时的艰难，如今听她以云淡风轻的语气道来，都是
难得的人生和艺术财富。在她乐观、率真和从容的背后，是一
种禅悟人生后的淡定和温厚，更是她对生活、对生命中每一个
有缘人的爱和感恩。单老的老伴、著名版画家秦胜洲先生常年
因病卧床，多年的劳累加上年事已高，前些年单老也患上了严
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期间腰椎还摔断了两次……老伴去世
后，单老收拾精神，又迅速拿起了画笔。对她来说，无论遭受
多大的痛苦，只要能画画儿，生活的美好就会从心田里涌动。

单老告诉记者，在她79岁那年，她决定做一个“科学实
验”：看看作为一个人物画家，自己的眼、手和大脑还能协调
配合多久，说白了，就是看看自己还能画多久。她说，“据我
所知，朱屺瞻先生画到了100多岁，齐白石画到了97岁，黄宾
虹晚年虽然因白内障看不见，也画到了97岁，他们都是画山水
和花鸟的，我想尝试下作为一个人物画家到底能画多久。”说
是“科学实验”，其实就是一位老艺术家对生活、对艺术难以
割舍的一份情啊！一般的画家进入老年后便停止了自己艺术上
的探索，他们或者画一些写意小品怡情，或为应酬反复重复自
己，有的甚至放下了画笔。而单老的创作态度依然是严肃严谨
的。接受记者采访时，她刚刚创作完一幅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的画作《鱼水情》，从画面构图、人物关系，甚至到服饰的时
代特征，她都反复揣摩，不断调整。她希望自己画得再深刻一
些，表现手法上再新一些……

闻一多先生说过，“诗同一切的艺术应是时代的经线和地

方的纬线所编制出来的一匹锦”。单应桂从一代宗师徐悲鸿、
蒋兆和、叶浅予等诸先生那里继承了水墨写实的观念和传统，
又另辟蹊径，扎根山东这方沃土，探索出一条水墨与民间年画
交融的画路，创作了一大批富有生命活力和文化意义的中国画
作品，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在她六十多年的艺
术生涯中，始终坚持对生活的热爱、对当代女性形象的关注和
对民间艺术的继承和发扬。单老常说，“无情难以为画，因为
它是一张画的灵魂。”她80岁以后的创作，继续秉承着这样的
创作理念，饱含着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继续给人们带来美好
的视觉享受和心灵洗礼。《青海藏民》《李清照》《山村妇
女》等系列组画，体现了作者对传统主流文化审美的崭新视
角。年过八旬的单老现在出门还坚持坐公交，参加活动从不主
动让人接送。她说这样不仅可以锻炼自己的腿脚，还可以近距
离观察体验生活。《冰清玉洁》里小女孩的原型就是单老在公
交车上发现的，“小女孩的眼中透着水晶一样的灵魂，要是人
人都能这样该有多好！”单老不满当下对历史人物的猎奇性炒
作，以自己深厚的学养积淀和对女性题材的不渝情怀，创作了
女作家丁玲、萧红等系列组画。她说“丁玲虽屡遭迫害，但对
党对事业的信念始终不渝，这种精神恰是这个时代所缺乏的，
可为什么有人总盯着她的私生活炒作呢？”单老每天都看新
闻，每当看到战争、动乱和破坏自然的画面，就唤起她作为一
个女性画家特有的地母情怀——— “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已经千
疮百孔，我们的资源已经很少了，应该珍惜啊！”“战争的经
历我太熟悉了，太可怕太残酷了，难道不打仗就解决不了问题
吗？”单老喜欢看花样滑冰，每当被这项运动的美打动时，她
就希望世界能多一些这样的美好。单老说最近她经常思考如何
表现这个主题。

眼下的艺术圈看似很大，但真正的艺术家很少，有时更像
是一个名利场。和有的画家在一起，时常让人感受到一种“官气”
和“商人气”，这样的“艺术家”见多了，甚至会让人对艺术家和艺
术到底应是什么样产生困惑。而如果你有这种困惑，和单老这样
的艺术家在一起，就会迅速找到答案。2013年，单老八十寿辰的
时候，把倾注了自己毕生心血的全部创作精品分别捐献给了山
东美术馆、山东艺术学院和家乡高密。她说捐赠交接完毕后，家
中空空的，好像女儿出嫁的感觉，但为它们找到了最好的归宿
感到欣慰。而让喜爱单老艺术的人们更感欣慰的是，“80”后
的她又为这个时代创作出了一批新的艺术上的“女儿”，或许
她又在为“女儿”们找婆家呢。

“80”后的单应桂
□本报记者 刘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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