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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100·山东省青年美术作品全国巡展
(南京、杭州)”将于9月在济南市美术馆预展，进
而拉开南京、杭州巡展的序幕。

“学术100”巡展旨在搭建一个代表山东青年
美术面向全国的平台，创作人员名单将通过学
术委员会提名、推荐在全省范围内遴选，其中包
含“第二届山东省青年美术大展(双年展)优秀作
品展”、“第三届青未了——— 刘大为艺术奖”等学
术大展的部分优秀作品。为确保展览的学术水
平，由中国美术家协会组织复评专家组对选送
作品进行评选，评审过程将由济南泉城公证处
进行现场公证，并由大众日报、齐鲁晚报等主流
媒体组成媒体观察团对评审过程进行全程监

督、报道。
山东省美协致力于打造“学术100”的精品美

术展览品牌。“100”代表了展览的规模，有100余
位青年画家、100余件作品参加展览，是一次大规
模的对山东青年美术创作队伍和创作水平的检
阅，同时，“100”表达了主办方倾力实现百分之百
的艺术纯粹、百分之百严谨学术态度的学术理
想和艺术追求。同时，展览还将邀请50位在全国
有一定影响力的鲁籍中青年艺术家作为特邀作
者参加展览。展览将见证山东美术前行的脚步，
提升山东青年美术在全国的学术影响，营造一
个更加健康和向上的艺术生态环境。

本次大展，获得“第三届青未了——— 刘大为

艺术奖”的作者可直接入选全国巡展(不包括雕
塑、陶艺)。为了确保参展作品的学术水平，组委
会计划于9月21日-24日在济南市美术馆举办“学
术100·山东青年美术作品全国巡展”济南预展。
预展既是全国巡展作品在济南的集体展示，又
是临出发前的最后一次检阅，预展前由特邀复
评专家筛选产生巡展最终参展名单。该展入选
作者将成为“山东艺术培青计划”重点选拔对
象，并拟成为“山东省美协青年艺术研究院”(筹
建中)首批成员。入选作品将被优先推荐参加“山
东省泰山文艺奖”评选。入选者可以获得组委会
颁发的证书。另外，非山东省美协会员的此次入
选，可以作为山东省美协的入会条件。画展将出
版大型画册。

据悉，济南预展之后，学术100·山东省青年
美术作品全国巡展(南京、杭州)拟于11月在江苏
同曦艺术馆、浙江美术馆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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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巡展（南京、杭州）将举办

每个人的风格都是一种隐喻，语言、
动作、衣着、神情——— 尤其在艺术作品
中，暗藏着太多长久存储、且依然不断补
充的“个人资料”，所谓风格，正是举手
投足间、行事为人中无法掩盖的印痕和自
然带出的味道，这味道愈深藏愈醇厚，这
印痕越打磨越光亮。明末清初文学家周亮
工曾这样评价他的好友陈洪绶：“人但讶
其怪诞，不知其笔笔皆有来历。”画内画
外的功夫都隐喻在“来历”二字之中了。

李学明和卢洪刚自然各有“来历”，
他们都是山东工艺美院教授，一位生于济
南，书香门第；一位长于莘县，情系乡
土。后来的成长历程虽不尽相同，但都带
有深深的时代印记。半生相知，花甲续
约，中间是40年断断续续各种相交，也正
是因为这种情谊，8月17日上午，早晨还在
发烧的卢洪刚带着药坚持来到了山东新闻
美术馆，颇有不负水墨不负卿的意思。

刚刚立秋一周，凉意更添清雅。画室
内墨香茶香交融，李学明和卢洪刚谈起了
二人的师生缘。1976年，22岁的李学明在
曲阜师范学院上学，新聘来的美术老师中
就有卢洪刚。事实上五七艺校毕业的卢洪
刚比李学明还要小两岁。“卢老师给我们
上了半年课，我们真是受益匪浅。尤其画
头像时，那根炭精条被他玩得出神入化，
一刻钟的时间，一张头像就跃然纸上，我
们都看傻了。”李学明专门强调卢洪刚当

年着一身白衣，连皮鞋都是白色的，“用
现在的话说，那真叫帅呆了！”卢洪刚则
笑道：“不是衣服白，是洗得多，掉色
了……”那是一个多么尊重艺术的淳朴年
代，曲阜师范学院的老师为了这最后一批
工农兵大学生，到全国各地聘艺术家来授
课，杨之光、欧阳、陈玉圃都在受聘之
列，而受聘者的责任感和学生们的渴求心，
恐怕在当今院校已经很难见到了。

叙旧的当儿，纸已裁好。二人彼此熟
稔，勾画之间，自然点评不断。李学明说
卢洪刚笔墨在胸、落笔肯定、褪去五彩、
高格自成。“中国画，笔墨很神奇。多少
年沉淀下来就这点玩意儿！”说话间，卢
洪刚的“玩意儿”已跃然纸上，两头牛
儿，如同活了的墨团一般，一头在含笑耳
语，另一头则闭目倾听。

卢洪刚在壁画和油画创作领域颇有成
就，当初他决意舍弃色彩、只调青墨时，很多
人觉得惋惜和不理解，甚至拦着不让他画
牛：“你怎么把长处都丢了？”但卢洪刚认为，
我知道我的长处，更知道我内心的需求。

卢洪刚笔下的牛，是他精神理想的载
体，隐忍、善良、有力、专注，身在尘世，心向
原野，坐看云起，时有所得，然而，吾不
言。卢洪刚今年在草原见到了很多真牛，
他有个奇怪的感觉：“长得太匠气了！”
画家无意否定真实之美，只是人一生总要
从白描中归纳、从自然中发现，此牛非彼

牛。但是真想做到手心相应、完整传达，有时
则需要被逼到绝境，才能在极限中突破。

卢洪刚对李学明作品的评价，基本是
八个字：文人情怀，乡愁依依。“李老师
一方面在画他的生活、他的未来；另一方
面是画童年回忆，最终的理想是走进他自
己的桃花源。”

卢洪刚尤其欣赏李学明善于在画面上
造险。“不是每个人都能夸张得到位，无
论造型还是布局。很多大师作画，也常常
将错就错。险境的制造需要能力和自信，
李老师具备这两个条件，因此得心应手。
我认为他是书写的绘画——— 就像诗词一
样，一句一句，自然顺势，不是蹭出来
的。”

胸中有万象，俯拾皆文章，李学明笑
吟吟地“开工”了。他看似随意、实则考
究地在卢洪刚的牛儿身后添了几株垂柳，
柳树都倾斜着身子，是种探寻的姿态，这
应该也属于造险。树干和枝条都是有动感
和力度的，这种力使左轻右重的画面达到
了奇妙的平衡。而柳树的出现，也使某头
牛儿的行为有了新的诠释——— 它显然在蹭
痒痒。视线微移，树杈后躲藏的小童子，
不知道在谋划什么鬼点子，观画者忍不住
道：“李老师你真是调皮啊！”

在沈周的作品以及其他许多文人画
中，有些点睛人物的面目会无从辨识，李
学明笔下的人物也常常如此，比如今日的

三个童子。因为人与景已互相交融，不需
要通过看表情来窥悲喜，观者早已得了暗
示、受到邀请，移步画中诸事参与了。

随着柳丝的笔笔写出，势如斜风细
雨，让人感受到秋雨刚过，凉风乍起。戏
谑间天地改换——— 那么浓的乡愁，随着满
纸水气猝不及防地扑了过来。李学明以
《昔日依依》题为画名，遂又写道：“岁
月促迫，俯仰之间，老之将至。昔日所
历，时常入之梦乡，奈之若何。”看来这
趟回乡寻梦之旅，总要继续下去。路上有
原野、水塘、故人和老房，画家站立良
久，可能只摘取一朵小花就转身离去了，
梦境和宣纸都大片留白，好承载那说不出
又化不开的乡愁。老之将至，情有所依，
其中蕴奥与妙处，只可与会心者道也！

“约绘”即将结束时，两位画家各作
了一幅小品，《清溪放棹》和《神牛》。
两张小品放在一起，形成了奇妙的对比：
李画精妙空灵，卢画旷达有力。正如他们
之前所说，两人虽然经常厮混，三天两头
在一块或把盏或品茗，情谊就像陈年老
酒，越来越醇、越来越厚，但艺术风格却
拉得越来越远。在拉开的同时又丝丝相
连——— 都有对世俗的嫌恶、对自我的剖
解、对责任的担当以及对未来的期许。有
向光性的艺术家，总要追求更高更纯的境
界，不知不觉自己也变成了发光体，成为
后来人的路灯。

栏目主持：霍晓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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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进行到第七期，

山东新闻美术馆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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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甚至谈“约”

都过于严肃了。

新锐大众推出

“大众书画”专题

山东新闻美术馆

李学明 卢洪刚 昔日依依

卢洪刚 神牛

李学明 清溪放棹

8月25日，第六届山东文化产业博览交易
会在济南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山工
艺展区，结合学校设计院校的特色，以“加·
+”为主题，展出了大学生在产品创意设计、
平面设计、家具设计、景观设计、新媒体艺术
等领域的创意设计成果15件套，部分设计方案
已经转化为实际设计项目，凸显了“设计服务
社会，创意服务生活”的创新主题。

新媒体交互创意是该展区的一大亮点。
《普天同庆：清代万寿盛典展》数字化呈现，
用新媒体手段还原《万寿盛典图》，为北京故
宫博物院展览采用。本届文博会山东工艺美术
学院展区在展示设计方面的主题思路展现创意
成果的应用转化。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作为一所重视学生实践
动手能力的特色院校，在教学上强调“产教融
合”的教学理念，展出的15件套展品，全部被
相关企业或单位采用，部分作品甚至在相关领
域成为前沿性的创新成果。

李学明题“约绘” 卢洪刚题“约绘”

李学明 1954年生
于山东莘县。中国美
术家协会会员，山东
省 美 术 家 协 会 副 主
席，山东工艺美术学
院教授。

卢洪刚 1956年生
于山东济南。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济南市美
术家协会副主席，山东
工艺美术学院教授。

学术支持：中国美术家协会
主办单位：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

山东省文化厅
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山东出版集团

承办单位：山东省美术家协会
山东美术馆
山东齐鲁美术研究院
济南市美术馆

协办单位：山东省现代艺术研究院
山东省青年美术家协会
济南市青年美术家协会
雅昌艺术网山东公司
山东新闻书画院

李学明（左）卢洪刚：半生相知，今又约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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