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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全增花鸟的笔情墨意
□ 樊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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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久闻大名，但我与朱全增相见相
识却是很迟的事了。曾蒙朱全增先生邀
请，我在一次山东花鸟画大展中与他相
会，第一印象就是：儒雅而直率，既具艺
术家风范，又显出艺术活动组织者的出色
才干——— 我知道，朱全增作为山东省美协
的驻会常务副主席，平时要承担很多繁杂
的工作任务，因此作为朋友也不免为他隐
隐担心，是否还有充裕的时间静心创作？
然而我看到他的作品后，顿感担心是多余
的。当今中国花鸟画画坛，工笔一路显然
为时所重，无论是在全国美展还是市场
上，工笔花鸟画作品大都更受青睐；而不
少写意花鸟则失之草率、粗糙。更重要的
是，由于人们往往以吴昌硕、齐白石、潘
天寿等先辈大师作为标准参照，相比之
下，今天画家的很多写意成果实难望其项
背。由于大师的存在，不仅使后人倍感压
力，更使得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显得狭窄。
因此，如果不在风格独创和艺术水准上有
进一步的突破和建树，就无法赢得认可。
一个画家如能本着真诚的心灵，脚踏实
地，感悟自然生机，并精研传统而有所独
见，依然可以另辟蹊径而自开异境。朱全
增先生的努力大体可作如是观。他的花鸟
作品有两种样式，一为宏篇巨制，一为小
品佳构。前者并非只重篇幅之巨，而求境
界之阔，用笔雄浑，物象饱满，意态丰
华，非有大胸襟、大格局、大手笔不能驾

驭和表现之。这一样式的作品涉及花鸟的
多种题材，有梅、菊、竹、紫藤、葡萄、
枇杷等。依我之见，其中梅和葡萄尤为见
卓，他笔下的梅如火如繁星，如漫天春
雨，有象、有态更有势；而他笔下的葡萄则
如墨浪，如翻卷海涛，如秋之疾风掀地，有
状、有体更有气。特别是他用巨椽所绘的虬
龙似粗幹，骨气内含，真力四溢，观之令人
神旺，显示了花鸟世界蓬勃盛茂的生机和
气象，也反映了画家充沛的创作活力和能
量。而小品之作则平实温和，虽简而显微，
物象著而意境远，散发出一种文人的风致
和情味。

如果概括起来看，朱全增的花鸟画还
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能以写意精神吸纳工笔心智。朱
全增的花鸟写意，无论是大幅还是小品，
用笔都不是那种狂奔恣肆的，也不是闲情
散逸的，当然更不是随心而泻的，而是一
种有法度、有掌控的抒写，这方面似借取
了工笔心智的艺术成果，从而使写意精神
具备了一种谨严的作风。也正因这样，朱
全增的花鸟造型不是那种离形遗象的手
法，更不是变形、夸张的流行态度，而是趋
于一种有节制、有限度的写实倾向，但又并
不贪昧于实象，不拘于外在形模，而依然能
够摄取物象之神魄，妙夺自然之生机，尽
显造化之真谛。

二是能于作品中贯融一种与宇宙大化

之气相合的氛围。这种氛围并不是简单通
过墨色渲染即可达到，而是画家通过整个
作品谋篇布局，尤其是花鸟造型的彰显以
及笔行其间鼓荡和播散而成的——— 这是一
种堂堂正气，一种与天地化合而凝成的自
然之气，亦是画家主观情思消融其中所酿
成的整体氛围。所以你看他那满幅绽开的
红梅，那累累布满的垂挂墨葡，那金灿灿
丰盈盈的枇杷，对人有一种统摄感、一种
笼罩感，仿佛只有走进他的画作，徜徉于
这种氛围中，才能感受和呼吸到那无处不
在的美的气息。

三是能透出一种质朴、刚健的风骨。
朱全增的画风应更贴近中国北派绘画艺术
的体系。用笔坚重凝合，造型整严不苟，
即使小品之作，也是笔笔梗正，物象确
然，意趣深致。我看他喜绘老树巨干，墨
色苍劲，形貌如铁，似重千钧，坚如磐
石，从画面中洋溢出一股勃勃不屈的刚健
风骨，似为画家人格力量的写照，又为作
者个体风格的体现。

虽然画家已逾耳顺之年，但这对于从
事中国画创作的人来说，正是黄金岁月。
我知道画家获得了诸多荣誉和艺术成就，
也知道画家为其艺术创作花费了多少心
血，但朱全增前面的艺途还很长、很远，
能够取得和即将取得的艺术成就也会更
大、更高，这算是我与朱全增先生的共勉
之言吧！

“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是经
中宣部批准的一次大规模主题性美术创作活
动。李兆虬和岳海波创作的《齐桓公称霸》最
终入选，作品将长期陈列国家博物馆。2017年1
月7日上午10:00，在山东省文艺创作研究院美术
馆(泉城公园内西南角)举办汇报展，展览对《齐
桓公称霸》的创作背景、理念、过程进行了剖
析，并以微纪录片的形式进行展示。

中华史诗美术大展作品

《齐桓公称霸》作品汇报展

“澹荡韶光——— 刘玉泉花鸟画展”于1月8日
-13日在滕州王学仲艺术馆举办。共展出刘玉泉
作品60幅。

刘玉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艺术
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崇尚自然诗性而
博大的意象精髓，致力于在艺术表现中探索和
尝试“自然的法度观”和“法度的自然观”的
意识理念。追求“真、朴”二字，用心灵与传
统对话，用画笔描绘四时的美色，疏密之间，
繁花绽放、硕果累累。

澹荡韶光——— 刘玉泉花鸟画展

修屿问道——— 冯超绘画艺术展

由济南市美术馆(济南画院)、山东省青年美
术家协会主办，山东观象美术馆承办，南京十竹
斋、香港集古斋、山东天承艺术中心、雅昌艺术
网、山东省凝远文化艺术品公司协办的“修屿问
道——— 冯超绘画艺术展”，于1月7日在山东观象
美术馆开幕。展览共展出冯超作品30余幅，多为
画家的最新创作。其作品无论是在创作题材还是
在色彩运用以及画面结构的布置形式上，都强烈
突出了当代艺术家的审美表现与趋向。

冯超，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中国画
学会理事，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人物画艺委会委
员。

新锐大众推出
“大众书画”专题 山东新闻美术馆

更多书画信息请见大众网书画频道
http://shuhua.dzwww.com/

于希宁 于衍堂 梅童于萍

“国梅于家样”传承展

2016年12月31-2017年1月10日，“红梅报
春”于希宁 于衍堂 梅童于萍“国梅于家样”
传承展在高密市文化馆举办。于希宁先生是20世
纪中国画坚守传统走进现代的重要国画家、美术
教育家，推陈出新的花鸟画大师，尤卓于画梅。
于希宁以时代精神为笔墨，将传统文人画梅花所
寄寓的高士的贞洁德操与隐逸情怀，升华为抗战
救亡、自力更生的大革命、大建设的历史背景下坚
贞不屈、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的象征，谱写了中
华民族生命力的图腾，世誉为“国梅于家样”。

党震 杜小同新作展

1月8日-2月28日，党震 杜小同新作展在北
京正观美术馆举办，体现山海对话。一个写气不
写形，在出离间失却了形，散尽了意；一个写意
出写真，在迫近中凝结了意，抓紧了形。一个意
念阑珊时运笔，笔下无形而忘意，形遁而气生；
一个意气勃发时挥毫，毫端舍意而追形，形成而
意彰。

大展厅

1月10日-3月9日，“无所容形”美国艺术家
的当代绘画作品展在山东美术馆举办。展览由山
东省文化厅、山东师范大学和山东省人民政府侨
务办公室主办。本次展览邀请到任敏、弗莱德·
马丁、杰米·摩根、大卫·弗雷泽4位在世界绘画
领域享有盛名的艺术家，并展出他们的近200件
最新并具代表性的艺术作品。

美国艺术家的当代绘画作品展

“金鸡报晓、吉祥丁酉”书画展

由新时代书画院主办的“金鸡报晓、吉祥丁
酉”书画展于1月9日下午在济南市祥泰广场2号
楼401举行，展期7天。曾昭明、冷珍、韦辛夷、
刘书军、刘玉泉、黄宝福、杜恩华、李恩成、骆
雷、杨恩国10位画家的100多幅作品参展。

六月风采

2 0 1 6年 1 2月 2 7日上午，“心象自
然”——— 朱全增小品展在广东省文联美术
馆开幕。此次展览由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主办，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山东省国
画院承办。山东省文联、广东省文联、日
照市文联相关领导，山东省17市美协主席
及高校教授，广东省美协领导以及花鸟画
艺委会委员和各界嘉宾200余人参加了开
幕式。

此次展览共展出朱全增新近创作的中
国画小品100件，包括山水画和花鸟画，
作品或大气磅礴，或清新典雅，赢得了业
内人士的赞誉和各界观众的好评。

朱全增 1956年生，山东省日照市莒
县人，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美术系。现为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山东省美术家协会
驻会常务副主席，山东省美术家协会花鸟
画艺委会主任，山东省国画院院长，国家
一级美术师。擅长山水、花鸟画。在国
内、国际举办的大型美展中十几次获得大
奖、金奖、银奖、铜奖，作品被多家省、
市博物馆、纪念馆收藏。1990年—2006
年，分别在中国美术馆、山东美术馆、广
东美术馆、浙江博物馆等专业展馆以及深
圳、珠海、东莞、香港等国内城市和日
本、韩国、法国等国家举办了个人美术作
品展览和联展，并出版多部个人画集。

朱全增的中国画作品大多半工半写，
将工笔画的写实性与装饰性融合在写意画
的简率活泼、表现性与抒情性之中。无论
是凌霄、紫藤、牡丹、木棉，还是地涌金
莲、仙人掌、鸡冠花……皆为有情有义、
有风骨、敢于担当的传统的“士”的形
象，成为他人格化的精神寄托。从技术层
面看，他的构图、线条、设色，都具备自
家面貌。从精神层面看，他传达出了出强
烈的时代感，诠释着“笔墨当随时代”的
美学大义。

朱全增画路宽，除了齐鲁大地常见的
牡丹、葡萄、“四君子”，由于经常赴南
方写生，他还描绘了大量的南方花木，有
曼陀罗、剑麻、仙人剑、红木棉等，把握
住了南国植物的精神。

除却花鸟画，山水画也是朱全增的追
求方向。在他那里，山水变得宽容温煦，
充满生之欢愉，更具人情味和人文关怀。

开幕式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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