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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清音引知音
“静水流深——— 弭菊田师生画展”在山东新闻美术馆举办

白云回望合 青霭入看无
写在“静水流深——— 弭菊田师生画展”举办之际

□ 本报记者 霍晓蕙

“静水流深——— —— 弭菊田师生画展”是2020年山东新闻
美术馆的开年首展。展品中，有30余幅弭菊田先生的作品，
另外还有70余幅是他的学生如弭金冬、吴泽浩、张登堂、康
庄、解维础等数十位画家的作品，大多为国画山水。这些山
隐水迢的中国风景，让人释却躁心，回归本真，安静从容地
迎接新的一年。

弭老是谁？自20世纪30年代起，济南画坛便有“关黑弭
岳”国画四杰之说，弭，即弭菊田先生。他是山东济南人，
原名育咸，晚号菊翁。早年就读于北平美术专科学校，随王
悦之先生学习西画，后受教于胡佩衡先生而专攻山水。曾任
济南画院院长、济南市美协主席、山东画院顾问、济南国画
研究会会长。

画家以作品行于世间。好的山水画，于真山水之外，别
构另一种灵奇，所谓“不下堂筵，坐穷泉壑”。弭菊田先生
的国画山水就是如此，可远观，可近赏，可长时间品味。远
观，探寻它的意境，静谧，空灵；近赏，研究他的笔墨，皴
擦点染，虚实涉笔，精微不失凝重。

“北宗笔墨合南宗，妙继荆关马夏踪。点染云烟初落
纸，浑如成竹在心胸。”著名画家关友声生前曾以这首诗，
对弭菊田先生的山水画做出评价，并道出了菊翁山水的笔墨
风格和章法特点。弭老早年学画，喜爱五代荆浩、关仝，宋
代马远、夏圭的画风，又悉心研究明代沈周、唐寅及清代王
石谷、恽南田的风格特色，积累了丰厚的传统技法基础，并
能博采众长。他善于在章法上取舍剪裁，有时取全景：层峦
叠嶂，峰回路转，章法繁密，如《清音阁》等。有时选取最
能表现山水情致的山之一角、水之一涯，画面上留出较多的
空白，表现空蒙的空间，蕴蓄浓郁的诗情，如《巴山蜀水一
帆归》《峨眉山》等。

他画山石，多用排列有致的斧劈皴、披麻皴，也用折带
皴，始用润墨，继用燥锋，先淡后浓，写出山水的苍浑郁然
之气。画远山则多晕染，少勾勒，使之融合在云烟中，隐隐
如眉，又如一弦琴音。

琴音？是的。很多人都说，读弭老的山水画，像听一首
古琴曲。这是有缘由的：弭老精通音律，尤擅古琴，《石上
流泉》《平沙落雁》《高山流水》《阳关三叠》都是他喜爱
并擅长的曲子，常抚琴以助画思。在他画中读出音乐的节奏
是很自然的。

山无云不秀，无水则不媚。弭老画水、泉、瀑也颇为精
妙：运腕回旋画激湍之流，行笔从容画平行之波；刻画周围
巉岩危石，衬托出瀑的奔放。远水无波，高与云齐，画远
水，则往往不着一墨，只用小舟来显示水的存在。

弭老的山水多水墨淡着色，山苍树秀，水活石润，在精
致秀美中闪现着文人画的温润、闲雅。画中点景人物往往用
白描，用笔极简，却有“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
是”的神态。

我有幸于刚参加工作时采访过弭老，那时他虽已老弱仍
笔耕不辍，还特别精心地创作了一幅作品参加大众日报主办
的“齐鲁十二老书画作品展”。那是一幅气韵空灵的山水
图：一高一低两座山峰似相对低语，两棵望人松在坚凝的山
石上盘蜒虬曲，水天一色，一叶扁舟，写出了“水穷云尽
处，稳稳两三峰”的境界，真的是让人沉醉啊！

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弭老已经辞世20年了。这些
年来，他的女儿弭金冬女士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国画创作，
传承弭老的艺术，此次展出的弭老作品，多出自金冬女士的收
藏。而他的学生辈画家，不少已是全国名家，他们的作品，亦体
现一种传承和发扬。这是对一位画家最好的纪念。

气正风清音容在

单应桂（山东艺术学院教授、山东省女书画家协会终身
名誉主席）：

弭老那一代画家给我们的共同印象是文化深厚、修养全
面，有对美术的献力精神和创新精神。那一代的名家都中西
贯通，到了晚年，又都回到中国画。要往深层里思考这个现
象，要认真地问个“为什么”，要好好看看他们回归中国画
传统之后，在作品中呈现出哪些不同的变化。这种吸收、融
会、创新，是他们通过实践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画家不是生活在孤岛上，弭老的艺术也不例外。要从不
同的侧面、角度去思考。因为一个艺术家的成就深深地受着
文化环境的影响，也深深地影响着周围的人，如师生、朋
友、家族和社会。这样思考，就不难理解弭老的艺术之美，
也不难解释其作品中的诗情画意，更能感受到他作为教师的
品格之高尚。我们从弭老学生的身上也可以看到他的仁爱之
心。弭老的为人，他的气场就是“气正风清”。

多种修养集一身

吴泽浩（济南市政协原副主席、济南市文联原主席）：
毛主席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至今已78

年。数十年里，许多书画艺术家深入学习讲话精神，以艺术
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已故著名书画家弭菊田先生就是
其中一位。他一生默默耕耘在画坛，还培养了许多书画界的
人才，静水流深，桃李芬芳。弭菊田先生是集琴棋书画多种
修养于一身的文人艺术家，他性静情逸，虚怀若谷，不慕荣
利，待人诚挚，富于正义感。他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笔墨酣畅弭派风

杨枫（山东省文联副主席）：
弭菊田先生是活跃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齐鲁画坛的著

名山水画家。他为人宽厚诚挚，为师诲人不倦，为艺重德求
新。他的画在继承传统绘画的基础上，源于生活，师法自
然，又把西画的写生、素描的造型融入其中，逐步铸就“气
韵空灵，笔墨酣畅，法度严谨，色泽苍润”的弭派画风。

弭老先生重视艺术的兼容并蓄，集诗词、书法、绘画、
篆刻艺术之能于一身，为我们后学树立了典范。

深入生活颂时代

王本诚（著名山水画家）：
早年弭老从西画改学中国画，专攻山水，拜胡佩衡先生

为师，大学毕业后回到济南，专心揣度临摹古人技法，打下
了深厚的传统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

会讲话的指导下，深入生活，先是以木刻形式，后用山水画
形式，写生创作了《泰山红日》《成山巨浪》《鹊华春晓》
《海島女民兵》《春苗》《丹柿丰收》等一批歌颂时代的好
作品。他对党、对社会充满爱，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
导济南画院的画家深入生活写生创作，廉正清明。

涓涓清流润心田

包振惠（原济南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山东省文联原副主
席)：

这次画展既有思想高度，又有文化深意，既可以寄托晚
辈对父辈的追思与缅怀，又能表达学生对老师的感恩与传
承。弭老的原作很有感染力，观之有“涓涓清流浸润心田，
淡淡菊香扑鼻而来”的感觉。这些作品始终贯穿了描绘大好
河山、赞美幸福生活这一主题，彰显了人民书画家的本质属
性与初心使命。

静水流深心地纯

滕西奇（济南大学教授）：
弭老的山水画气韵空灵，看似平淡，实则是一种更高层

次的美，非具有高深修养者而不能为。本次展览用“静水流
深”作为标题，恰如其分。弭老多才多艺，修养全面，筑基
深厚，这是他丰厚艺术创作的沃土。他心地纯良，专心创
作，热心公益，嘉惠后学。因此，他一生载誉，是天经地
义，众心所向。

济南画院奠基人

庄岩（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
弭菊田先生曾任济南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济南画院第一

任院长，1980年济南画院与济南市国画研究会同时成立，开
济南美术史之新篇。在弭菊田先生的带领下，济南画院以中
国画创作与研究为己任，在山水、花鸟、人物画和美术理论
研究上均有建树。老中青三代人共事丹青，硕果累累，名扬
海内外艺坛。画院的创立和发展，是弭菊田先生以及老前辈
们同舟共济、辛勤耕耘之功！

“厚德载物”留清音

杜仲增（弭菊田先生学生）：
弭菊田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几十年耳提面命，我对老

师深深感谢。我认为弭先生的书法继晋唐之风，绘画含宋元
之韵，诗风学唐李白、杜甫，古琴为诸城派之雅音。先生喜
刻竹扇骨。他生前曾对我讲，一生刻竹扇骨100把，惜文革
前付之一炬，尽毁，存世者寥寥无几。他谆谆教导我做人要
厚德，厚德才能载物。 （文字整理 霍晓蕙）

弭菊田先生去世20周年了，但他被记在齐鲁美术史中，活在大家的记忆里，气正风清，如在眼前……

1月5日上午，由济南画院、山东
新闻书画院联合主办，山东新闻美术
馆承办的“静水流深——— 弭菊田师生
画展”在山东新闻美术馆开幕。“山
水清音”引来众知音，省有关单位领
导、省内数十位知名书画家以及三百
余名书画爱好者参加了开幕式并参观
展览。

弭菊田(1914年—2000年)，山东
济南人，原名育咸，晚号菊翁，著名
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诗人。曾
任济南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济南画院
院长，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
书法家协会会员，还曾兼任山东画院
顾问、日照书画院名誉院长、济南国
画研究会会长等职。今年是弭菊田先
生诞辰106周年、去世20周年，此次
展览，展出弭菊田先生和他学生的书
画作品共百余件。

画展开幕式上，弭菊田先生的女
儿弭金冬女士向大众报业集团、济南
画院分别捐赠了弭菊田先生的作品。

鹊华春晓

丹柿丰收

空潭泻春（大众报业集团收藏） 江流天地外（大众报业集团收藏）

嘉宾在画展开幕式上合影

弭菊田、弭金冬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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