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9月2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李可可

电话:(0531)85193613 E-mail:xinwenmeishu@126 .com大众书画16

由山东省文史研究馆、山东美术
馆、山东省老年书画研究会主办的
“漫引史诗入丹青——— 王本诚八十华
诞艺术作品回顾展”，8月20日至9月
1日在山东美术馆举办。此次展览展
出王本诚先生各时期的作品80余幅。

王本诚 字大愚、迂父，别署醉
山外史，祖籍四川，现居济南，1936
年生于山东沾化一书香世家。现为中
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央文史研究馆
书画院研究员，山东省文史研究馆馆
员，山东省老年书画研究会常务副会
长，国家一级美术师。王本诚自上世
纪60年代就在画坛闻名，1960年参加
省文联组织的“胶东旅行写生团”，
归来后在济南举办《胶东旅行写生联
展》，其作品《崂山狮子峰》入选
1 9 6 1年出版的第一届《山东国画
选》。1987年8月在中国军事博物馆
举办“陈维信、吴泽浩、王本诚向中
国人民解放军捐献《长征路上》国画
展览”，其多幅作品入选大型艺术画
册——— 《长征画典》。曾应中央文史
研究馆等单位之邀，为1990年第十一
届北京亚运会、2008北京奥运会创作
《华岳参天》、《雄峙东天》等大型
国画，多幅作品被国内各大收藏机
构、美术馆收藏，曾先后在中国美术
馆、山东美术馆等展馆多次举办个人
画展。

漫引史诗入丹青
——— 王本诚八十华诞艺术作品回顾展举办

著名画家王本诚，余之表
兄也。方今寿登耄耋，卜庐于
泉城醉山楼。其为人也，诚朴
纯真，积学有素。先世原籍四
川大竹。清季，祖上宦游至山
东沾化，遂定居，迄今已历六
世。大凡历代金石书画中之名
迹，其家多所收藏。先严生前
亦兼善绘事。故王氏自幼深受
濡染，每多识见。稍长，承袭
家学，志在丹青。五十年代
初，即负笈历下，追随画界巨
擘关友声、黑伯龙诸公，入中
国画研究会，并师事教坛名宿
陈维信。在其指授下，主攻山
水，兼及花鸟。数十年如一
日，不舍昼夜，遍摹各家，恪
守传统。俟后，学养渐深，功
力既厚，遂远游南北，历访祖
国名山大川，开张胸次，俊发
气质，以大千万物为本，检验
传统，究磨笔法，统摄意境，
刻意为江山立传，为时代传
神。他历经了从墨守成规到变
化新意，终至于走上创造的道
路，使其作品获得了生动的灵
魂。于是，崭新的艺术境界生

焉，独特的艺术个性出焉。真
是画通其心，画如其人。积年
所得，盈箱满箧。春华秋实，
自当结集。吾等赏瞻之余，念
及画人所历甘苦，不觉成吟，
遂为歌行数言，故为代序云
耳———

自古齐鲁出才子，
盛世崛起王本诚。
醉山楼主丹青手，
儒林艺苑颇得名。
由来绘事非臆造，
四王八大重师承。
历下负笈数十载，
粉本临摹八百通。
苦向前贤求奥妙，
更入造化取真形。
功夫深处不我知，
坐花飞月浑忘情。
登峨眉，上青城，
泼彩泰岱烟云中。
五岳归来图满箧，
中国无处不画屏。
笔揽山川悬素壁，
皴皴擦擦皆是情。
凭将一片家国心，
化作青绿与朱红。

□徐寿章

王本诚近影

丽天泄玉图 清江绕村流

泼墨三峡

崂山北九水小景

梦里水乡

无题

历久弥新

——— 第二届浙派名家山东交流展

由山东省文联、山东画院、山东省美协、山
东省画廊协会、齐鲁晚报主办，齐鲁美术馆承办
的“历久弥新——— 第二届浙派名家山东交流展”
将于9月9日-19日在齐鲁美术馆举办，展出马锋
辉、石君一、田源、池沙鸿、孙永、杜高杰、吴
山明、吴扬、张子翔、张伟民、陈云刚、陈虹、
余宏达、罗剑华、茹峰、徐默、董文运、韩璐等
18位具有代表性的浙派中国画家的作品，对于梳
理浙江当代中国画的创作成就、展示浙江绘画精
神和艺术品格有着重要的意义。

山东新闻美术馆新锐大众推出
“大众书画”专题

海作砚池

——— 杨善深书画艺术展

杨善深是岭南画派卓有成就的主要代表人
物。9月4日-10月9日，由银座美术馆、《诗书
画》杂志主办的“海作砚池——— 杨善深书画艺术
展”将在银座美术馆举办。此次展览将展出银座
美术馆馆藏杨善深先生代表作品近百件，涵盖其
不同时期的山水、人物、花鸟、书法作品等。

“叶浅予师生艺术行路团”在山东（节选）

□ 单应桂

叶浅予师生艺术行路团是1990年5
月在杭州正式成立的，在恩师叶浅予的
亲自带领下，由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叶老教过的
学生，以及“文革”后部分研究生的20
余人组成。在浙江活动结束时决定第二
年秋天在泰山举行第二次活动。

1991年8月14日艺术行路团的成员
从全国各地陆续来到泰山脚下的名城泰
安，叶老由女儿明明陪同，和北京的同
学们最后一批抵达。此次参加行路团的
同学中，最年轻的也50多岁了。有的不
但做了父母而且做了祖父母，不少人已
是当今画坛上著名的画家和教授了，但
大家一来到80多岁的老师身边，时间似
乎一下子倒退了几十年，觉得自己都变
成孩子了。

叶老理发的故事

叶老是乘车夜行来的，因火车隆隆
声使先生(我们上大学时对老师统称先
生)睡眠欠佳，早饭后便觉心脏不适，
急忙请来医生做心电图，诊断为心肌缺
血，医生嘱不要上山，好好休息。作为
此次活动的组织者，我的担忧和焦虑可
想而知，只好安排大队人马先登山去写
生作画，住中溪宾馆等候叶老。

叶老由我和叶明明陪同暂时留山
下，经过一天一夜的休息，17日晨先生
精神颇佳，早餐后要去理发，我们便跟
随老师进了宾馆的美容厅。一听理发要
十五元，叶老回头就走，说：“我从来
没花过十五元理个头！”我知道老师是
个倔老头，叶明明也不敢说别的，于是
三人只好到街上去找理发店。我们担心
老师满街跑太累，幸好对面不远有一个
小小的个体户理发店，便进去坐下了。
此时两位记者听说叶老上街了，也跟踪
追迹地寻到这小店里来了，虽然只有叶
老一位顾客，但长凳上却坐满了“随员
们”。记者的相机不停地对着叶老闪
光。女理发师的丈夫看到这情景就问：
“这位老先生相貌不凡，他是谁？”当
得知是位画家，又听到大家都称他叶先
生，他眼睛放着光说：“您老就是大画
家叶浅予！能见到您老我太有福了。我
小时候最爱叶浅予的舞蹈人物画，只要
在报上见到就剪下来贴到我家墙上。”

今天能接待这位他一向崇拜的大画家他
真是兴奋极了，回头大声叫套间里的两
个儿子，快快穿戴好出来和老爷爷合个
影。这时头发已经理好，女理发师要向
叶老头上喷点发胶，老师急忙大声说：
“不要，不要，喷到头上头发就变成塑
料了。”因为我们刚刚看到他老人家带
来的新作中有幅讽刺摩登女郎喷发胶，
头发变“塑料”的漫画，不禁哈哈大笑
起来，叶老也会心地笑了。笑得那样开
心。合完影离开小店时，店主人无论如
何不肯收叶老的钱，一个执意要给，一
个坚决不要，相持不下。我灵机一动说
“中午我也要来理发，到时一起交
吧。”这才算解了围。下午叶老一见到
我就问：“理发钱给了？”我说：“给
了，花了两元钱。”老师这才放心。

以上这两个小故事说明叶浅予的艺
术已经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人民
是多么爱戴这位卓越的艺术家啊！

石癖叶浅予

理完发叶老精神焕发，兴致特高，
前两天旅程的疲劳似乎随着减掉的头发
一扫而光。他高兴地说：“下午我要到
泰山脚下走走，去看石头。”我们都知
道先生是个石头迷，于是要了一辆面包
车，下午便直奔泰山西路而去，同行的
还有山东画报社的两位记者。汽车过大
众桥，经冯玉祥墓，渐入佳境。在黑龙
潭水库下边奈河的激流中，布满了各种
形状的巨石，带着泰山石特有的白色纹
络，浑圆、粗犷而又古朴，经河水冲刷
后，石头呈黑色，上面白色的纹络更加
清晰。路边山根处更是巨石重叠。一见
石头，叶老眼里放出了异样的光彩，匆
匆下车，用手杖指指那块，敲敲这块，
高兴得像个孩子。突然，他看到右侧山
根有一块浅灰色的巨石，上边线状的纹
络组成美丽的不规则的波状图案，情不
自禁地说：“太美了，太美了！”于是
敏捷地登上这块巨石，伏身而卧，深情
地把脸贴在石头上，抚摸着，亲吻着。
摄像机不失时机地留下这一精彩的镜
头。

8月18日晨，叶先生乘轿车去中天
门和同学们会合然后登岱顶。至大众桥
往西公路入口处，趁司机停车买票时，

叶先生看到路边有很多好看的石头，羡
慕不已，猛抬头：“呀，这家院里边还
有一大堆好石头！”司机已经发动车要
走了，这时明明看到了门牌是4号，老
师说：“记住门牌号，等下山时再来
讨。”在南天门吃中午饭时老师还念念
不忘4号院里的石头，兴奋地向同学们
介绍，并开玩笑地说：“我有个馊主
意：咱们‘持枪’到那里去‘抢’
吧。”说得大家哈哈大笑。从南天门乘
索道回到中天门，仍从西路乘轿车返
回。在黑龙潭和水库边停留时拣了些石
头，然后才至4号院，看门的是两个老
太太兼卖旅游图。叶先生一见石头眼睛
就放光了，我和明明上前搭讪着买导游
图，有生意做了，老太太很高兴，明明
趁机问：“我们可以拿几块石头吗？”
老太太一看这位八旬老先生风度不凡，
就说：“拿吧。”这时徐启雄眼疾手
快，早已拿了好几块好看的石头，叶先
生也像小孩子似的围着石头堆转，终于
每人抱了一些石头向老太太告别登车而
去。徐启雄拣的一块灰白花纹的石头被
叶先生评定为这几天所有石头之冠，获
得冠军，我也因拣到一块美石获得并列
冠军，得到先生奖励一本《叶浅予
传》，并亲笔题上：赠泰山石获奖者单
应桂。

无巧不成书。一天下午，有一位60
多岁的退休干部模样的人，来泰山华侨
大厦找叶浅予先生，说他就住在大众桥
附近，准备在奈河边上修一亭子，人们
可以在那里休息和观赏自然景色，希望
叶先生为他的亭子题字。叶先生说：
“卧在奈河水中的巨石，是一大景
观。”一谈起石头，便和来人有了共同
语言，那人说：“我很喜欢石头，没事
在山下游逛，看到好看的石头就收集起
来。”先生一听就说；“你是不是住在
4号院？”来人说：“是呀。”这时先
生和我们都哈哈大笑，并说了我们到4
号院讨石的经过，真是无巧不成书，越
说越近乎，叶先生当即答应为他的亭子
题字。第二天一幅俊美的“观石”横幅
写好交给了程传刚先生，他就是泰山公
路4号院的主人。

（本文收于单应桂《容园绘事》，
本报有删改）

“水墨年华”中国画名家学术邀请展

2016年9月17日-19日“水墨年华”中国画名
家学术邀请展将于淄博山东云龙美术馆举办。张
宏宾、岳海波、李学明、梁文博、卢洪刚、王小
晖、宋丰光、张锦平、李兆虬、时振华、徐永
生、杨枫等30余位书画家参展。

“狂放而正大”向张旭致敬

——— 汪瑞章书法作品展

8月12日-9月12日，“狂放而正大”向张旭
致敬——— 汪瑞章书法作品展在常熟市虞山当代美
术馆举办。

“艺彩新锋”温兴兴油画作品展

8月23日-9月4日，“艺彩新锋”温兴兴油画
作品展在山东美术馆举办。

单应桂真情忆师友（二）

恩师叶浅予 单应桂

多年来，著名画家单应桂陆陆续续写下了她与李可染、蒋兆
和、叶浅予、李苦禅、周思聪等艺术大家的师友情谊，字里行间
真情毕现，让我们看到，每一个根深叶茂的艺术生命背后，都有
长期而全面的帮扶和滋养。今日本报书画专刊继续推出单老的回
忆文章。 ——— 编者

中国女画家协会顾问、山东省女书画家协会名誉主席、山东艺
术学院教授、著名画家、83岁的单应桂用笔墨怀念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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