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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华君武同志在一起，你永远会觉得没他
年轻。一是他的精神状态好，思维敏捷，二是
他没有架子。虽然大我20多岁，但他不让叫他
华老，更不准叫什么主席，他说：“什么主
席？叫老华，或者君武同志。”因此，我们都
叫他华君武同志。

第一次见到鼎鼎大名的华君武，我还是一
个大二的学生。当时我以民间年画的形式画了
张《和平幸福》(门画)，入选了世界青年联欢
节，引起了中国美协的关注，以后美协有学术
活动常常通知我参加。一天，我接到通知去美
协听苏联著名画家施马利诺夫的学术讲座，座
谈会就是由华君武同志主持的。他的主持风格
幽默活泼，使我对他的崇拜远远超过了对苏联
画家的关注。

不久之后，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有一场国际
足球赛(中国对越南)，美院师生前往观看，真
是太巧了，坐在我们背后的竟是蔡若虹和华君
武！他二人观看球赛非常投入，不停地以幽默
的语言点评，同学们不时回头看他们眉飞色舞
的样子。即将散场时，比分仍是0比0，有的观
众怕结束后乘车拥挤，开始提前退场。二位画
家非常不满，蔡若虹说：“这些人不懂球，瞎
看，足球最精彩处说不定就在最后的进球。”
华君武说：“这些人哪是来看球的？来就是为
了走。”蔡若虹接着说：“哈哈！生就是为了
死。”这段精彩的对话使美院的同学们热烈地
鼓起掌来。听幽默大师的谈话真是一种享受，
时隔50多年，仍记忆犹新。

1962年，我调回山东工作，后来听说华君
武、蔡若虹等中国美协的工作人员来到曲阜搞
“四清”，因为华君武的名气太大，他就为自
己改名叫“华君”。“文革”后他曾谈起那段
在曲阜的日子：“我很内疚，有些做法过头
了。”2000年1月，华老在给我和我老伴秦胜洲
的来信中又提到在曲阜搞“四清”的往事，他
写道：“……10月末去曲阜3天，到1964年搞
‘四清’的辛庄，去看了房东(不幸已去世)，
又看了(当时的)斗争对象——— 大队长李德胜，
已经93岁。当时他对群众粗暴是不对的……但
（我们）处理得过火了，向他表示歉意，还送
了他一瓶酒，安慰安慰。在村子里走了一个半
小时……”

我们看到信后十分感动，胜洲说：“老华
同志真是个好人，是个有责任感的真正的共产
党员。”

1990年，我和胜洲准备办双人展，请华老
题个展名。很快收到回信，里边装了横竖各种
形式的题签好几张，并且附有一封信：“……
如果从女士优先的意义上，我把单应桂写在前
边；如果按中国传统方式，便把老秦写在了前
边，如果男女平等，我将您二位并列，因此，
就写了多条，请选用。”最后胜洲拍板：“当

然女士优先了。”
也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去北京参加叶浅

予师生画展开幕式，是华老讲的话，话语不
多，但朴素中肯，令人难忘。

就在这次活动中，叶浅予先生的忘年交、
《文艺报》的资深记者包立民先生提出一个计
划——— 编著一本《百美图》，要画家们自己画
一张小小的漫画像，由他配文。叶浅予、张
仃、华君武、关山月等都画了，华老的画最幽
默。别人大都漫画自己的肖像，华老却画自己
坐在那里低着头洗脚。不久，他又画了一张
《华君武自画像》，画笔和老花镜放在面前桌
上，双手紧紧捂着脸，画上题着一首打油诗：
“画人难画手，画兽难画狗。脸比手更难，捂
面遮百丑。”这可能是由《洗脚图》发展而来
的变体画吧，这张比《洗脚图》更精彩。

“文革”之后，华老任中国美协党组书记
和驻会副主席，作为一位美术工作的组织者，
他不仅考虑全国美术创作的事情，还非常注意
美术人才的培养。

1981年底，华老到山东视察工作，打电话
叫我们几位作者去开个小型座谈会，参加者还
有秦胜洲、吕学勤等，讨论的主要内容是年画
创作。会后，华老建议我到全国的年画产地考
察，由中国美协出资。要求是回来后写考察报
告，谈谈目前各年画产地的现状及个人体会。
这次考察任务令我兴奋，我早就想到各年画产

地去看看了，但觉得自己文笔不行，对能否写
出个像样的报告没有信心。华老说：“怕什
么？只要认真去做，写出自己看到的和真实感
受，每天写日记，集中起来就是最真实的资
料。”于是，我到潍坊、高密、平度、朱仙
镇、杨柳青等地进行了前后三个月的考察，回
来后写出了《画乡行》《谈民间年画在继承和
发展中的几个问题》《再谈民间年画在继承和
发展中的几个问题》等三篇文章，两篇发在
《美术》杂志上，一篇在全国美术家代表大会
上作了书面发言。后来我才知道，中国美协要
召开全国年画工作会议，派我去考察年画就是
为这次会议作准备的。华君武同志的工作作风
是那样周密而有计划，这次不但考察了年画现
状，而且还培养了我，为我本人以后在年画方
面的发展及写作能力的提高都起到了帮助作
用，我的写作兴趣也是由此培养起来的。

由于华老对我事业上的关心和帮助，我们
成了忘年之交。只要我和胜洲出差去北京，都
要去看望他，每次他都要留我们在家中吃便
饭，没有酒，没有大鱼大肉，很朴素，很随
便，无拘无束地谈笑风生。我发觉他特爱吃生
洋葱，每顿必不可少，边吃边宣传生洋葱的好
处，我也受到感染并开始吃起来，至今我还经
常吃点生洋葱。

2000年，华老在院子里打太极拳不慎摔
倒，跌断了股骨头。事也凑巧，那年我去曲阜
也摔了一跤，造成第一腰椎压缩性骨折，躺了
三个月。华老得知后来信说：“在骨折上我们
可真是同病，我住院做手术换了个钛金属的股
骨头，有人说我‘中美合资’了。”信中将他
写的顺口溜抄给我，以鼓励我对康复要有信
心：“龙腾新千年，兔断股骨头(华老属兔)。
开刀动手术，幸遇新华佗。卧床四十天，下地
学走路。轮椅靠边站，拐棍也可丢。龟兔再竞
走，我绝不落后。”最后落款为“老兔华君武
今年八十五作顺口溜以自励”。

2003年，华老的夫人宋琦同志去世，这是
唐山大地震他儿子遇难后的又一重大打击。他
来信说：“……宋琦因淋巴癌已于今年2月20
日远行了，我们事先商量好一切从简，所以也
不通知了，望谅。我们在延安相识，已经60年
了。结婚59年，现在才认识‘老伴’的意思。
但这样的关是有伴的人都要过的关，只是早晚
而已。我今年已经88岁了，人一老就迟钝了，
距离生活也远了，因此漫画创作在走下坡路，
这是规律，急也无用。”

认识华老几十年，这是第一次听到他感叹
自己老了。记得叶浅予先生80岁时也作诗有
“画思渐稀文思寄，细述沧桑记流年”之慨。
这的确是人生的规律。但我真想阻止时光的脚
步，让这些大师永留人间，因为他们是我们的
国宝。奈何岁月无情，人生短暂，谁有能力使

时光倒流呢？
宋琦同志去世后不久，我和胜洲去北京参

加晋京十人画展开幕式，华老作为嘉宾也去
了，约我去他家坐坐。谈到宋琦，老人神情黯
然，说：“我的作品和有关资料都是她帮我整
理的，她走了，哪些东西放在哪儿我都闹不清
了。”这次相见，华老气色不错，只是瘦了
点，有些事他埋怨我没及时写信告诉他。他一
再留我们吃饭，我说：“您年纪大了，不能和
过去比了，时间长了要累的。”他说：“用不
着我动手做饭。”但为了让他休息，我们坚持
告别了，谁知这竟成了永别。

不久，胜洲身体也越来越差，于2009年1月
去世。我不敢写信告诉华老。人老了最怕听到
老友去世的消息，何况那年他已经90多岁了。
我久久不能从悲痛中走出来，此时我才深深体
会到华老在失去老伴时的那句话：“这个关，
是有伴的人都要过的关。”

如今我也到了“访旧半为鬼”的年纪了，
今生有幸与华老相识，并得到他的培养和帮
助，他的学养、人格的魅力和他热情平易的作
风一直影响着我，他的言行一直对我起着潜移
默化的作用，我常以华老为榜样。

他的一生是用漫画战斗的一生，他的漫画
作品的数量是惊人的，战斗力更是不可估量
的。华君武同志是一位美术界的领导人和组织
者，爱护和培养青年，为国家培养美术人才已
经成为他自觉的责任，这种责任和品质是长期
修炼的结果，也是延安精神在他身上的自然体
现。

华老去世后，我整理他几十年来给我和胜
洲的信，竟达50余封。单单写这些书信要花去
他多少的时间和精力呀！再从友情的角度上来
说，在这些书信中饱含着的关怀和情意又是多
么的沉甸甸。我万分庆幸遇到这样一位前辈，
同时又感到十分内疚，深感辜负了他，我没能
作出他所期盼的成就，对不起他老人家。

画意摄影流派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在历
经“高艺术”摄影、“自然主义”摄影、“后
画意时期”三个发展阶段后，于20世纪20-30年
代早期分为两派，属于很典型的源自西方的艺
术思潮。画意摄影流派在20世纪20-30年代从西
方传入中国，一经传入就与中国传统绘画审美
观相结合，成为中国摄影艺术的主要流派，涌
现出一大批擅长画意摄影的摄影师，如陈万
里、刘半农、郎静山等。郎静山创立的“集锦
摄影”，巧妙地将西方摄影技术与中华传统文
化相结合，“东方艺术，可为摄影之助，摄影
亦足证东方艺术”，形成了鲜明的中国审美特
色，成为中国摄影史中的经典。近年来，随着
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以及审美追求的日
益提高，画意摄影又一次在摄影界复苏活跃起
来，成为摄影消费的主流。由中国摄影家协会
和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中国摄
影大师郎静山命名的“郎静山杯”中国新画意
摄影双年展，迄今为止已举办了两届，旨在鼓
励摄影师们创作出更多东方视角的画意摄影佳
作。而随着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的画意摄影
作品的大量涌现与广泛传播，人们对画意摄影
的关注也持续升温，与此同时，面对画意摄影
呈现的不同方式，画意摄影中“画”和“意”
哪个是创作的重点，是创作者必须厘清的关键
问题。

一、画意摄影之“画”
画意摄影以其唯美的绘画风格来表达人文

美与自然美的特点，一直是摄影艺术里一种重

要的表现手法。画意摄影中的“画”是指画
面，用类似绘画的形式来呈现摄影作品，强调
画面中影调、线条、平衡等美学元素的重要
性。画意摄影师强调通过对画面中影调以及光
线的控制，使作品呈现出类似于绘画风格的艺
术美感，主张作品的美感比题材本身更重要。
画意摄影是摄影艺术中最重要的表达方式之
一，摄影师在拍摄画意摄影作品时，通常会在
前期构图或者光线及环境氛围的把控中加入自
己的想法，为画面中的拍摄对象增加其本身所
不具备的某种意念之美，也就是用“画”的形
式来表现作品中的“意”。

二、画意摄影之“意”
大多数人谈及画意时，多偏重于意的感

受。画意摄影的主要精髓在于意蕴，其本质是
对意的表达。如刘半农在《半农谈影》中指
出，画意，乃是把摄影师感受到的意境，借相
机表露出来，体现中国古代绘画中的“意境”
美学。“画”是表达意的载体，而“意”是画

内在韵味的体现，是摄影师的精神感悟和审美
情趣。在摄影画面当中，虽然构成元素是摄影
师记录的客观景象，是写实的，但是画面内容
主要来源于摄影师的主观意象创造，它超越了
镜头下的真实感，实现了心与物的交叉，空与
实的置换，呈现出摄影师所描绘的意象世界。
在画意摄影当中“画”的元素仅仅是其中的一
部分，“意”的表达才是整个作品中具象思维
过程的反映。画面为意服务，意为画面增加耐
读性。“意”来源于我们内心当中的创作与自
由，是一个有关精神感悟与情感表达的过程。
如郎静山所说，“画面上的结构与层次要有艺
术性，作品的本身内容具有深刻的意义，要做
到余意无穷。”

三、画意摄影重“画”更重“意”
在我国传统美学观念中，意境美最具有民

族价值观和审美观，比如中国画就极为注重对
意境的表达，“诗是无形画，画是无形诗”，
其最高境界就是体现出画面的意境。“一幅画

就应该像一首诗、一阕歌，或者一篇美的散
文”，傅抱石如是说。没有内涵的唯美是没有
生命的、浅薄的美，画意摄影也不能仅追求绘
画形式上的唯美，其创作精神同样要体现在美
学方面。画意摄影更应该像一首诗、一阕歌、
或者一篇美的散文，能表现出由心境衍生出的
意境，也就是画意摄影中的“意”，并且
“意”主要取决于摄影师的观看视角。摄影师
在画意摄影的创作中注入了本身的主观意象，
并赋予其不同的展示方式，追求作品当中的主
观性，抒发作品背后的意蕴。因此，画意摄影
应是用画的方式来表现心中的意境，画意即心
意，将内心的意境表现在作品中，“意”才是
整个作品的灵魂。

目前一些从事画意摄影创作的群体对画意
摄影存在着误解，在他们看来，通过摄影技术
将图画的构图或意境原本地呈现出来就是“画
意摄影”，他们热衷讨论的创作手法实际上都
是如何呈现“画”，而不是如何体现“意”。

此外，近年影楼中出现了很多国画风格的画意
摄影作品，这些作品多数以古画为背景，再加
上一些传统元素如古装、器具、配饰，亦或加
入中国绘画的元素，后期再模仿工笔画进行制
作，就合成了一幅画意摄影作品。这些作品无
论选择水墨风格还是工笔风格，都是以仿画的
形式出现，没有脱离对“画”的形式上的刻意
追求，缺少的是作品灵魂“意”的体现。而有
些摄影师则注重在创新与思考中创作出更有画
意的作品，他们利用内心世界来理解客观对象
的外形之美，通过对传统绘画的反思与理解，
传承绘画中的意象特征，把自己的思维与意象
融入画面，从而营造出一种意境之美，使画面
更加耐人寻味。

与其他艺术门类一样，摄影艺术同样是人
类思想情感的体现，而硬件和软件的迅速更新
为创作提供愈加广阔的空间，画意摄影更应注
重为作品赋予独特的意蕴，建立与观众之间更
深的感情沟通，作品不仅有“画”更要有
“意”，才能意味无穷。随着时代的进步，传
统文化将与现代多元文化进一步交织融合，这
是画意摄影一个新的发展方向，画意摄影的意
蕴也会在现代多元文化的碰撞中得到更加充分
的发展。尽管世界文化艺术琳琅满目，但画意
摄影终究是来自于意境的显影，不是“拷贝画
意的复制品”，更不是“画意的陈词滥调”，
而是一种源自中国传统美学的主观摄影。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师)

画意摄影的画意之辩
□ 高峻

单应桂 1933年生，山东高密人。中国女
画家协会顾问，山东省女书画家协会终身名誉
主席，山东艺术学院教授。

由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
司与大众报业集团主办,山东新闻书画院承办的
“中国人寿杯”山东省少儿书画大赛自2005年
创办以来,参赛人数近200万人次,成为山东省举办
最早、延续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少儿书画
大赛之一。十四年来，大众报业集团和中国人
寿一直为呵护孩子们的快乐梦想而努力。今年
是大赛15周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也是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立70周
年，我们将以饱满的热情举办一届匠心独运的
大赛，向祖国献礼，向艺术致敬。

(本次大赛不收取任何费用)
一、活动主题：“牵手国寿 共赢未来”
本次大赛倡导少年儿童要树立敢为人先的

精神和为了梦想矢志不渝的斗志。作品围绕赢
在梦想、赢在创造、赢在坚持展开创作。

二、主办及支持单位

主办：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
分公司、大众报业集团

承办：山东新闻书画院
支持：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山东省书法家

协会
三、参与对象

活动面向3-16周岁的少年儿童，依照年龄
段分组参加评选。
四、参赛要求

(一)参赛作品类别:
1、书法：硬笔书法、软笔书法、篆刻。
2、绘画：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画、

水粉画、素描、速写、拼贴画等。
(二)参赛作品内容:
1、必须为自己所思所画、率真自然、充满

感情的原创作品。作者应承诺其提交的参选作
品不会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否则相关法律责

任自负。
2、健康向上、主题鲜明、形式新颖、艺术

风格突出，富有生活情趣和时代气息。
3、参与本次活动的作者保留署名权，作品

著作权的其他权利归主办方所有，主办方可将
作品进行出版发行。

4、作品限报一件，恕不退稿。
5、作品背面右下方写清或贴好作品登记表

(复印、自制及网络下载有效 ,下载网址 :http://
shuhua.dzwww.com)统一样式如下:

(三)作品尺寸
书法作品：尺寸不限,勿装框。
绘画作品：尺寸不得大于四开(40×60厘

米)，不小于八开，国画作品不超过四尺斗方，
勿装框。

(四)截稿时间
作品征集截止日期为2019年8月10日。

五、奖项设置
1、竞赛奖
金奖400名、银奖800名、铜奖1600名(金奖

颁发获奖证书、奖牌、奖品；银奖、铜奖颁发
获奖证书、奖牌)。

2、优秀奖:5000名，颁发获奖证书。
3、优秀指导老师奖60名，颁发获奖证书及

奖牌(可在大众网书画频道宣传推介)。
4、优秀组织奖若干，颁发获奖证书及奖

牌。
六、大赛奖励

1、将在山东新闻美术馆举行隆重的颁奖典
礼及获奖作品展(部分金银铜奖作品参展)，届
时，将邀请有关领导和知名书画家为获奖代表
颁奖。大众网书画频道将设专栏同期展出部分
优秀作品。

2、大赛组委会将对所有获奖者颁发获奖证

书。
3、金、银、铜奖部分作品及金奖等重要奖

项获奖名单将在《大众日报》书画专刊刊发；
全部获奖名单在大众网书画频道公布。

4、金奖获得者将受聘为山东新闻书画院特
约小画家，并优先参与山东新闻书画院举办的
各类活动。

5、部分获奖者有机会参加中国人寿总公司
举办的全国少儿书画大赛颁奖典礼及优秀作品
展，获奖画作有机会被汇编出版。
七、联系方式

投稿地址；济南市泺源大街2号大众传媒大
厦4楼山东新闻美术馆 于笑颜(收)

邮编：250014
联系电话：(0531)85196805

大赛相关事项最终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

“中国人寿杯”第十五届山东省少儿书画大赛征稿启事

华君武漫画作品

《华君武自画像》

华君武先生

60年情谊 50封书信

追忆我尊敬爱戴的华老
□ 单应桂

单应桂真情忆师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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