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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门回首

“约绘”经典
□ 本报记者 霍晓蕙

“倚门回首”，出自李清照那阙著名的
《点绛唇》。“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
嗅。”原词表现的是少女天真烂漫之态，而用
作“约绘”活动的主题，具有别样的含义———
在繁忙的事务中，在喧嚣的城市里，我们不妨
稍稍驻足，倚靠在传统文化艺术长廊的门边，
回望那些经典杰作，且吟、且歌、且画，品味
更丰富微妙的诗情画意，感受更细腻真切的人
生况味，得到更多的启迪。

“约绘”，是大众日报“大众书画”专刊
的品牌栏目。德艺双馨的书画家们，应约而
来，依题而绘，创作出一幅幅丹青佳作，留下
一段段画坛佳话。栏目自2016年3月启动之
后，已有数十位书画名家参加。

每一年的“约绘”，都以不同的形式呈
现；每一期的“约绘”，都有不同的主题———

2016年，是两两合作的形式。每一期“约
绘”邀请两位画家，展开笔墨对话。首期，单
应桂、吴泽浩两位老画家合作《二月芳菲闻笛
声》，之后，陈全胜、杨枫的《大小珠山》，
刘书军、梁文博的《初夏的味道》，岳海波、
李兆虬的《多思年华》，韦辛夷、张宜的《有
约图》，郭志光、张志民的《君子相悦》，李
学明、卢洪刚的《昔日依依》，徐永生、常朝
晖的《徐徐朝晖升高台》，沈光伟、王小晖的
《人间有味是清欢》，何水法、孔维克的《爱
莲图》，张宝珠、陈玉圃的《明湖春色》依次
约而绘之。当年的最后一次“约绘”已是小雪
时节，赵英水、刘玉泉、朱全增合绘《春风十
里》。年底，则举行了大“约绘”，书画名家
欢聚新闻美术馆共绘《鸡年大吉 喜上眉
梢》，堪称画坛雅事、盛事。

2017年，“约绘”以四季长卷的形式进
行。春天百花开，山东省青年美术家协会的画
家们绘《春花》长卷；自在花间醉，拂柳知
《夏风》，山东省女书画家协会主席团团队在
炎炎夏日带来几多清凉；秋如中年，诗意从
容，曾昭明、冷珍、韩玮、李济民、吴建军五
位画家的《秋实》长卷朴厚、蕴藉；弭金冬、
谭英林、刘书军、马麟春、张德娜、谭逸冰六
位画家的《冬瑞》长卷里，则藏着赏雪爱雪的
趣事。季节流转似移步换景，岁初“春花”
绽,盛夏凉风来,“秋实”尤丰美，“冬瑞”接
新景。我们得以在四幅长卷里体验白驹过隙，
在缤纷的色彩里流连忘返，这光阴的故事啊！

2018年，“约绘”开启诗词入画的形式。
吴泽浩先生创作《蒲松龄风筝词意》。桃花春
风荡原野，淄川岸畔飞纸鸢。画意悠远，风筝
不断线，让人思之念之，心向往之。之后，由
于筹备大众日报创刊80周年书画展，“约绘”
暂停。

2019年，“约绘”重新以诗词入画的形式登
场，经过两个月的筹备，推出“倚门回首”清照词
意诗书画雅集。九位画家依清照词意，创作出八
幅佳作。诗词中的美好场景，通过笔墨丹青得以
形象呈现。千载人物魂仍在，眼波流转。诗与
画，水乳交融。

至此，“约绘”的宗旨愈发明晰。“约
绘”是笔墨之约、心灵之约，是诗书画之约，
也是报社、艺术家和广大读者之间“相见欢”
的传统经典文化之约。“约绘”是学术的、清
雅的，同时也是有趣的、欢乐的。

未来的日子里，“约绘”还将与读者继续
同行。

7月29日上午，参加山东新闻书画院
“倚门回首”清照词意诗书画雅集的画家
们齐聚山东新闻美术馆谈诗、论画、忆往
昔，与李清照进行了一场跨越千年的约
会。同时，画家们以李清照词意为主题的
八幅创作也在此展出。

倚门回首嗅青梅，共看长风鹏正举，
溽热夏日独此一抹清凉，纷繁闹市单取这
份雅致。“约绘”活动进行到第四个年
头，每次总是人欢喜、心安泰，这回又增
添了古人词意，更加充实圆满。

本次雅集，到场的每位画家都和李清
照很“熟”。

李清照“人比黄花瘦”的形象最是深
入人心，正因如此，山东省美协顾问刘书
军老师选这个题材更有挑战性。“尽管过
去我也画过李清照，但怎么也得在原来的
基础上有所进步，同时这次也不是结束、
不是句号。”一向爱动脑子的刘书军，花
了不少心思来表现《醉花阴》最本质的东
西，“这不是章回小说，我们只能用有限
的笔墨表达无限的想象。”刘书军主要考
虑了两件事：一是画面的美感，二是词意
的表达。黄花是个具象的事物，很有表现
力，可以出现在近景中，由黄花朝后推，
在中景部分让主人公来个不经意的亮相。
这可能是词人生活当中一个很普通的场
景，“倚门”在这里演化为“倚窗”。可
能在那个时候，李清照的生活还相对安
逸，但是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仿佛已
经在预示着什么。

作为大众日报和山东新闻书画院的老
朋友，刘书军亲历了报社组织的很多重要
活动，其中就包括“约绘”。“‘约绘’
从2016年到现在，渐渐进入佳境，越办越
上层次，尤其今年的创意很新颖。画家怎
么用自己的心和手来展现齐鲁文化辉煌的
过去，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画过去其
实是为了现在和将来，所以回顾是不可或
缺的。晓蕙提出‘倚门回首’这个想法的
时候我就表态了：我要参与这个活动。今天
伙计们都来了，也请给我的画提提意见。
李清照是山东画家永远的题材，用什么绘
画语言来体现，是我们要不断探索的。”

山东艺术学院教授岳海波老师非常欣
赏“倚门回首”这个活动名称，“到我们
这个岁数，就光剩下回首了。一说回首，
还真有好多往事。”他和大家分享了自己
与诗词结缘的过程：1977年到1978年，他
被安排到鲁西南一个连电都没有通的乡
村。碰巧同去的有位语文老师，夕阳西下
的时候，大家在大堤上遛弯，就一起背
诗。“《如梦令》我背得特别熟，尤其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其中还
有很多有趣的故事。通过‘倚门回首’，
确实能回忆出很多美丽的画面：黄河边
上，水稻田里，看夕阳西下，真好。”

这次创作《误入藕花深处》，岳海波
老师一心想画夕阳西下，“常记溪亭日
暮”嘛，但是画完了却意犹未尽，还想着

回去再完善完善，优秀艺术家总是精益求
精。“我当年跟何家英先生合作过一张画
《金陵十二钗》。画妙玉时，他给我提了
很多建议——— 妙玉是什么性格，额头、眼
睛、鼻子应该什么样，考虑得非常细致。
我十分佩服，他给我起到一个榜样的作
用。”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张锦平老师曾经每
日背诵诗词，一则因为欣赏，二则为取画
意。她和同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的夫君宋
丰光老师合作的《湖上风来波浩渺》，取
自李清照的《怨王孙》：“湖上风来波浩
渺。秋已暮，红稀香少。水光山色与人
亲，说不尽，无穷好。莲子已成荷叶老，
清露洗，苹花汀草。眠沙鸥鹭不回头，似
也恨，人归早。”画家本身就喜欢诗词，
这次信手拈来的，是一份暮秋的满足。词
中有一种难得的宁静和成熟，很符合画家
现在的心境。谈到对词意的领会，张锦平
说：“李清照的艺术风格跨度很大，有婉
约的，有豪放的，也有轻松愉悦的。我们
选的这首比较阳光欢快。之前也画过李清
照的《如梦令》，正是岳海波老师这次的
题材。那是个小少女的状态，很俏皮可
爱，而《怨王孙》写于词人中年的时候，
心态很不一样。”

张锦平和宋丰光这对画坛伉俪已成佳
话，他们的合作天然默契，宛如一人，画
中的意境也是两人共同的心声。“到了我
们这个年龄，太悲伤的东西就想尽量减
少。我很喜欢词里那句‘莲子已成荷叶
老’，词人看到丰收的景象，心情特别
好，所以她的形象虽然清瘦，但也有微微
的笑容。”

张锦平认为，“倚门回首”这样的活
动有情调、有诗意，如此“约绘”非常有
意思，当然也会有压力。张老师谦虚地
说：“对这个活动，我们很重视，因为参
加的画家都是好朋友，也是我们敬重的
人，我们很荣幸，所以必须好好画。”

《风柔日薄春犹早》，这是山东省女
书画家协会主席、山东艺术学院教授王小
晖老师选的题目，取自李清照的《菩萨
蛮》。尤其令活动组织者感动和愧疚的
是，创作这幅画时，王老师因颈椎不适，
正在治疗中。

谁都愿意用光明取代阴霾，用春风驱
走严寒，早春的信息刚一显现，人就已经
心情大好。这样的感受很能引起共鸣。
“这首词我真的很喜欢。其实李清照不太
好表现，有这么多人画过她——— 我上学的
时候也临过老师画的李清照。之前看到的
作品大多是低沉落寞、亡国亡家的境况，我
这次就选了个最轻松的题材，‘风柔日薄春
犹早，夹衫乍著心情好’。虽然词的后半部
分又变得忧心忡忡，‘故乡何处是，忘了
除非醉’，但是不管它，我们现在尽量不
再凄凄惨惨。”

山东省美协顾问、济南市美协名誉主
席韦辛夷不但热爱诗词，对历史人物和相

关典故也有较全面的了解。他认为，此次
“约绘”一为大众日报山东新闻书画院和
艺术家的约会，二为艺术家和李清照的约
会。“倚门回首——— 我们倚山东新闻美术
馆之门，回首900多年前，回到宋朝和李清
照约会。有个词是‘三不朽’，指立德、
立功、立言。立德立功，那是一些叱咤风
云的人物做的事情，唯独给我们普通人留
了一个渠道，就是立言。李白、杜甫、白
居易、苏东坡，他们都没死，我们还在读
他们的诗，李清照也是这样。”

韦辛夷是个知识渊博又诙谐幽默的
人，他画的《守着窗儿》，取自《声声
慢》。但在交流时他把王国维“古今之成
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与李清照的《如梦令》作了对照，认为王
国维取自三首诗作才总结出的道理，李清
照一首词就解决了。韦辛夷还别出心裁地
用“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的读音，
来考证李清照是否为章丘人。虽然只是好
玩的话题，但也说明画家确实处处用心，
与古代文人总能惺惺相惜。

“国家进入新时代，艺术家怎么用好
这些美好的中国元素？我痛感我们做得非
常不够。有关李清照和辛弃疾艺术的研
究，我们济南人应该当仁不让，要让这些
优秀的文化、美妙的词句、艺术的基因进
入每个人的血液，咱们活动的意义其实是
在这儿。”

谈到本次创作，韦辛夷十分谦虚，
“我就想到了诸位老师会画得很精彩，所
以我没画人物的脸部，只有背影。我还作
了考证，宋朝人戴假冠，上面经常用小布
套套上，因此我也是这么表现的。另外李
清照写《声声慢》的时候至少中年以上，
所以对人物身材的设计，我有所调整。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
第，怎一个愁字了得’，画中几个梧桐叶子
在飘落，因为有雨。”画面上方正中的印
“清照觅句”是画家20多年前刻的，仿佛
冥冥之中就在为今日作准备，颇有意味。

几番创作，一场展览，半日雅集，诗
与画串联了两个时空。我们对李清照所知
依然有限，她在所处时代承受的压力与非
议，不是当今世人可以想象的，她的纯
真、高洁与坚持令我们动容。可作小儿
女，亦为大丈夫，李清照的世界不局限于
凄凄惨惨戚戚，也不光是国难家仇，还有
“说不尽，无穷好”的满足和“蓬舟吹取
三山去”的豪迈。

除了以上六位画家，另有山东艺术学
院教授梁文博创作的《兴尽晚回舟》、山
东省文化馆副馆长徐永生创作的《晚来风
急》和山东省青年美协主席杨晓刚创作的
《雪里已知春信至》一并参展。我们向九
位知名画家“约绘”来的八幅精品，有清
凉之气沁人心脾，更使我们畅游词海贯通
古今。欲赏画作，请关注本报明日“大众
书画”专刊。

“倚门回首”清
照词意作品展示，请
关注本报8月3日“大
众书画”专刊及此后
的连续报道。

看谁拍得好 展厅一角

开心“约绘” 左起：岳海波、王小晖、刘书军、韦辛夷、张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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