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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踏坚实大地 艺术服务人民
——— 山东美术界代表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山东省文联主席、山东工艺美院院长潘鲁生：

重温讲话精神，繁荣文艺服务人民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
工作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在讲话发表一周年之
际，重温讲话精神，更深刻地感受到繁荣文艺服务
人民的使命和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
跟的坚实根基”，并且把文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提高到了“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高度。

我们要就此做深刻思考和践行。山东是儒家文
化发祥地，有丰富的文艺资源，包含民族文化的精
神内核，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涵。我
们文艺工作者要积极发掘，创新转化，使具有历史
积累、群众基础、潜移默化影响力的文艺资源，在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发挥积极作用；
我们要切实发挥“文以载道”的传统，努力推出弘
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和当代中国
主流价值观念的精品力作，努力推动优秀文艺成果
的展演展示，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通
俗易懂的表达方式、乐于参与的活动方式，阐释和
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落实为文艺的影响力，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
生活，深入人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历史上，中华
民族之所以有地位有影响，不是穷兵黩武，不是对
外扩张，而是中华文化具有强大感召力”。以民间
文艺为例，它蕴藏在乡土民间，包含着中华民族数
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凝聚着民间百姓的喜怒哀
乐、承载着婚丧嫁娶等礼仪风俗，是从历史深处流
淌至今的文化血液，是我们文艺的根基和母体。由
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生产和生活方式改变，受
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一些民间文艺样式从人们生
活的中心走向边缘，甚至从灿烂的民族文化星空陨
落消亡，面临危机。当前，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总
书记的讲话精神，从专业出发，从本职工作出发，
保护好民间文艺这些祖辈流传下来的文化的种子，
守护我们民族文化的乡土，留住乡愁最生动的载
体，是种坚实的使命和责任。

总之，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我们基
层文艺工作者要从专业出发，从使命出发，从人民
群众的生产生活一线汲取养料、推陈出新，也要融
入智慧、做好反哺，以精品创作助力社会和时代发
展。

山东省美协主席、山东艺术学院院长张志民：

拿出好作品，做真正的艺术家

习总书记去年开的这个文艺座谈会很振奋人
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这代人从小是在学习
毛泽东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下成长起来
的，现在又学习习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
神，确实感受到我党对文艺家和文艺创作要求的一
脉相承。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一直非常
看重文艺和艺术家的作用。党一直对艺术家很尊
重，对各个门类的艺术家都给予了很高的荣誉和待
遇，也激励这些艺术家为国家作出更多的贡献。

十八大以后，习总书记在新时期对艺术家和艺
术创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他提得很实在，比如
“艺术家以创作为核心”，艺术家如果不搞创作那
就是混日子。这对那些浮夸的、虚假的、故作大师
状的、以金钱为主要目标的伪艺术家是一种严厉批
评。提倡艺术家要做“真正的艺术家”，要拿出好
的作品来，我认为这一点对艺术家的德行、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艺术家今后成长的道路、创作方向的
指导都非常明确。

我一直在想，艺术家如果离开人民大众，离开
生活，创作灵感肯定枯竭。包括历史上一些艺术大
家，都离不开生活、离不开大自然。我们山东艺术
学院的教学理念和培养学生的方式和方法，一直也
是这样，我们提倡的是“课堂、生活、社会”，
“课堂”就是体验学院派的艺术规律、艺术经典、
艺术传统、基本功等，这些在课堂里面一定要解
决。“生活”就是像习总书记说的那样，一定要接
地气，和人民大众的生活结合起来，热爱大自然，
这是艺术的源泉。“社会”就是要回报社会、感恩
社会、服务社会、奉献社会，为时代奉献出我们的
艺术创作。这些创作应该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有一个共同的大方向，共同的价值取向，具有
目的性、指导性和符合规律的作品。

习总书记谈到艺术创作的“中国精神”，我认
为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特点就是中国精神，中
国梦也是每个中国人个人的梦。作为中国精神的文
化，在中国梦的前提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
解上来谈中国精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习总书
记提出的中国梦是一脉相承的，是符合时代精神和
发展趋势的。

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画院院长孔维克：

想人民所想，无愧于时代

去年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全国文
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个讲话意义深
远、影响重大。讲话谈了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应
该是习总书记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从清代闭关锁
国到民国时期战乱以及西方文化的涌入，我们文化
的发展也遇到了空前的挑战和困惑。进入新时期，
习总书记提出来新问题并且发表讲话，把文化放在
这么一个高度上是非常有远见卓识的。中华民族这
么多年生生不息，是因为民族的精神一脉相承，我
们有共同的价值观，有共同的追求。习总书记谈到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而不是用武力对
周边的征服，他用很简洁的“仁义礼智信、三纲五
常”等人最本质的东西来表达，靠这个“核心价值
观”让大家认同，并便于传播，把人心拢在一起，
对内形成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对外争取周
边国家的诚服，影响千年，至今犹在。

在商品经济社会，艺术品的商业属性使艺术家
往往难以把握思想性和市场性的天平，习总书记提

醒艺术家“文艺是塑造灵魂的”，我们的道德传
统、文化传统如果被异化，搞艺术只向钱看，作品
就会低级庸俗，我们要加强“四德”、“四练”，
创作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作品，扎根
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艺术精品。

看了习总书记的讲话，我们产生了强烈的共
鸣。之前有很多问题我们也有模糊的认识，但是没
这么条理和深刻。之前山东画院也做了很多事情，
比如每年都有大量的公益性艺术活动，拥军、拥
警、送文化下乡惠民等。我们组织画家到乡村、老
区、油田、矿井等地采风写生，还组织黄土画派和
山东画家从圣地延安到革命老区采风。这些活动、
画册、展览都搞得很立体，在北京举办的迎接十八
大胜利召开展览，以“画家眼中的山东、画家笔下
的时代”为宗旨，创作了一批反映山东的作品，得
到了国家领导人、中国美术界负责同志、社会各界
观众的高度评价。我们之前很多想法、做法在今天
看也和讲话精神暗合，现在通过学习，更加豁然开
朗，倍受鼓舞。同时，我们感觉工作做得还不够深
入，尤其在抓精品力作方面还欠很多火候，今后我
们会策划出更多更好的活动、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
品来践行习总书记讲话的精神。

著名画家、山东工艺美院教授郭志光：

有传世之心，作传世之文

刚刚公开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
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李渔的一句话：“凡作传
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我被这句话深
深地触动了。这个传世之心，照我的理解，主要是
教导我们艺术家怎样去做人、做学问。中国为什么
有文人画？因为中国的绘画完全和中国的传统文化，
和人的品质、修养、个性以及所追求的格调、境界是一
致的，并不是说临摹几张画就是画家了，也不是写写
生、把客观的事物搬到画面上就是画家。

作为艺术家，首先要从思想上、人品上、修养
上追求更高的境界。为什么说大器晚成呢？一个人
往往需要丰富的甚至是坎坷的经历，最后才能达到
一个高尚的境界，想一步成功、一步登天、一步成
画家，绝对不可能。

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文艺界的几种怪现
象，如抄袭模仿、千篇一律、快餐式消费、机械化
生产等，归结为“浮躁”二字。当今社会，尤其是
书画世界，浮躁是个现实。现在中国绘画事业发展
得非常好，普及得到了提高，很多年轻人开始急于
求成，就好像一桌丰盛的菜，他不知道吃什么好
了，也不愿意去考虑这些菜是怎么来的、怎样有针
对性地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就直接套取别人，以
求成名。这个出发点和很多老艺术家当年大不一
样。勤奋、有才气的青年很快就可以学到一些传统
技法，甚至模仿到某些名家大师的画风，但修养这
个东西是需要长年慢慢积累的。比如写意，在国外
这两个字很难翻译，所谓写意就是把自己人生的追
求、人品的追求、境界的追求投放到画面上，并不
是粗糙、随意、画得不像了就是大师。老子说大象
无形，并不是说你画一只猫，却像一条狗。有人不
会写实干脆写意，这是歪曲了中国画的精神。

批量生产、机械化制造的作品脱离了生活，没有
生命力，艺术家自己也很难再提高。习主席提到的“要
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的问题，我认
为，现在艺术评论的很多问题和腐败是一回事，常
常是利益的交换。真理越辩越明，一味吹捧奉承、
不说真话，只能阻滞艺术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

现在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机构到艺术团体，
对于文艺界都非常关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让我
们更加明确了方向、找准了路子，对于未来，我们
这一代老艺术工作者充满了信心。

著名画家、济南市美协原主席吴泽浩：

从历史中觉醒，从文化中崛起

我大概14岁进入艺术学校，那时就开始读毛主
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为人民服务
的基本路子。后来在艺术实践中，也抓了一些重大
历史题材的创作，比如1976年，我和陈维信、王本
诚一起重走长征路，这个在当时美术界是少有的。
后来又去胜利油田、钢铁厂体验生活，观察火热的
生产和生活景象，搞了一系列创作活动。毛主席
说：“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
务。”我们这一代人把这话铭记于心，也很愿意成
为有历史担当的人。这次习主席在全国文艺工作座
谈会上的讲话公开发表，让我们看到党和国家依然
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社会主义文
艺，从本质上讲是人民的文艺。我们要不断地反思
历史，珍惜现在，展望未来。

2014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各界都发起了很多
的纪念活动，在这个大环境下，恰恰又赶上习总书
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当时把我的
创作热情激发出来了，我翻阅了大量的史料，创作
了80多幅以邓世昌、丁汝昌等北洋水师将士为主要
人物、体现中日甲午海战场景的作品。正是因为有
一种历史的使命感和时代的催促感，我想尽办法，
调动自己几十年的积累，完成了这一套组画。这批
作品后来从北京大学、山东新闻美术馆一直展到了
青岛、国家图书馆。

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70周年，国家向全世界表明了我们热爱和平不忘
历史的态度，尤其提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中
国梦”的目标，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我创作了
“铁铸抗战”一系列作品，把整个抗战14年中的英
雄人物、主要战役、敌后根据地、军民鱼水情等题
材用画面表现出来。通过这个创作过程，我重温了
抗战史，再次感受到那个特殊历史阶段我们党作为
中流砥柱的强大作用。后来我们看到大阅兵，看到
包括艺术界在内的社会各界一系列的抗战纪念活
动，这些都是一体的，都是我们从历史中觉醒，从
历史中崛起的表现。

我们现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这个讲话，是有新
的意义的。这是提醒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一定要
把学到的东西、把国家和人民给我们的东西再返还
给人民。这样我们的整个路子就正，我们就会有高
峰、有建树，就无愧于天地，无愧于世界。

稿件采写：本报记者 李可可 樊磊

由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山东省美术家
协会、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山东致公书画院
联合主办的“墨采文心——— 吴磊中国画作品展”
将于10月23日上午在山东省文化馆开幕。此展共
展出吴磊教授历年来创作的工笔、写意作品80余
幅，作品内容涵盖人物、花鸟和风景写生等各个
领域。充分展示了作者在中国画领域的扎实基本
功和大胆的探索，充分反映了作者对中国画传统
的理解、传承以及对个人情感和时代精神的展
示。

山东省中国画学会

在济南成立

墨采文心——— 吴磊中国画作品展

山东省中国画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第一次
会员代表大会10月17日在济南山东大厦举行。

中国画学会会长、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郭怡孮，中国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孙克等
嘉宾以及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文联的有
关领导出席大会。

大会选举产生了学会领导机构。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美协理事、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省
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山东画院院长、山东省
中国画学会社团法人孔维克当选山东省中国画学
会创会会长；31位在山东省中国画领域卓有建树
并具有学术代表性的著名中国画画家被选举为副
会长，山东省省直单位、各高校、大企业以及各
地市78位著名中国画画家和美术理论工作者当选
为常务理事、148位具有学科代表性的中青年中
国画家当选为理事。聘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山
东艺术学院院长张志民同志担任名誉会长，一批
对山东省中国画事业的发展作出过积极贡献的老
画家被聘任为学会艺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和顾
问委员。

山东省中国画学会是由山东省民政厅2014年
11月27日核准同意使用“山东省中国画学会”社
会团体名称、并于2015年9月2日正式批复同意召
开成立大会的专业社团组织。

10月19日下午，山东省书法家协会驻会副主
席、王羲之书法院院长孟鸿声，山东省书法家协
会副秘书长、山东省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邹方
臣等17位书画家来到山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与
师生代表一起举办书画会，以此讴歌学校风采和
建校以来取得的成绩，祝贺山师附小建校60周
年。书画会上，书画名家和孩子们挥毫泼墨，施
朱调丹，现场共创作了30余幅艺术作品。

山师附小60年校庆书画名家笔会举办

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去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公开发表。为深入学习习总书记讲话精神，由大众报业集团主办，山东

新闻书画院承办的山东美术界学习讲话精神交流笔会，2015年10月15日

在大众传媒大厦举办。潘鲁生、张志民、孔维克、郭志光、吴泽浩、张宝珠、

沈光伟、朱全增、梁文博、宋丰光、韦辛夷、常朝晖、张宜、杨晓刚等14位

书画家齐聚位于大众传媒大厦的山东新闻美术馆，用自己的人生经历、艺

术感悟，结合当前艺术现象与实际问题，本着爱党爱国的基本出发点，从

不同的角度深入学习和探讨了习总书记刚刚公开发表的讲话内容和精

神，更加感受到了文艺工作者在新时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学习交流结

束后，书画家挥毫泼墨，以现场创作寄托自己对于当前文化艺术界大好

形势的珍惜之情，并对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表达了祝福和期待。今天，

本版刊登部分书画家对习总书记讲话的深刻感悟和笔会现场创作的作

品，与读者分享。下期“大众书画”专刊将继续推出此次笔会的精彩作

品，敬请关注。

——— 编者

潘鲁生作品

张志民作品

孔维克作品

郭志光作品

吴泽浩作品

大匠之门

——— 2015中国水墨画学术邀请展

2015年11月7日-14日，大匠之门——— 2015中
国水墨画学术邀请展将在山东泰都艺术馆（济南
市大观园文化古玩城四楼）举办，参展画家为尹
延新、井立国、卢东、贾荣志、柳涛、郭睿、孙
万灵、杨晓刚、李恩成、韩斌、杨凌波、张春
艳、董罡、陈涛、李兴杰。

“锐不可当”
第二届虚苑青年版画创作

新锐奖获奖作品巡展

10月18日-11月15日，“锐不可当”第二届
虚苑青年版画创作新锐奖获奖作品巡展在济南市
美术馆举办。第二届“虚苑青年版画创作新锐
奖”从2015年3月启动，共收到51所院校526位同
学的2178件作品。此次展览将展出本届获奖作品
百余幅。

“紫玉墨韵”书画紫砂联展

10月27日-11月10日，“紫玉墨韵”书画紫
砂联展将在首都博物馆举办。参展书画艺术家有
霍春阳、王之海、杨沛璋、周午生，参展紫砂艺
术家有陈洪平、蒋云芳、马永强、蒋泉芳、蒋泽
军、范洪英、王银芳、王晓斌、俞志贤、岳俊、
戴李平。这次展览不仅展出以陈洪平为首的部分
紫砂名家历年来创造的精品紫砂，还将展出当代
津派水墨名家的精品力作。

“逆 返”中国当代青年油画家邀请展

10月26日-31日，“逆 返”中国当代青年
油画家邀请展将在北京博宝美术馆举办。中国当
代中青年油画家画风开放，技法多样、全面，具
有强烈的革新意识，多数画家既长期受到中国传
统文化的熏陶，又接受西方油画艺术洗礼，可以
说是成功糅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油画创
作技巧。

“那山”刘懋廿个展

10月30日-11月8日，“那山”刘懋廿个展将
在北京今日美术馆举办，展出艺术家刘懋廿40余
幅西部题材油画作品，同时还有部分“西藏手
稿”与观众见面。据悉，在本次展览结束后，艺
术家刘懋廿将携作品前往上海和西安举办个人展
览。


	1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