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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潮不拥挤 “艺”起奔向你
——— 山东美术馆多措并举建设线上服务阵地

绘者说（1）

我心中的齐白石
□ 李学明

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山东美术馆门票预约连日爆满，为
了避免人员聚集，保障来访观众的健康安全，山东美术馆及时在
官网等平台发布公告引流。随着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
好转，“冰封”许久的文化旅游业终于重焕生机。

在疫情彻底被攻克之前，把好防疫关依然是重中之重。特殊
时期，山东美术馆创新形式，大力建设线上服务阵地，拉近艺术
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山东美术馆作为艺术爱好者的聚集地，有人
潮却不拥挤，几大举措解锁观展览、学艺术、深研究的全技能。

方寸之间有乾坤，“云”上漫游看美展

山东美术馆新馆自2013年建成以来，一直注重线上服务的建
设与发展，深度挖掘服务潜能、集合场馆资源，陆续打造了官方
网站、微信公众号、头条号等线上平台，用文字、图片、影像等
多种形式向社会发声。

受疫情影响，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各大场馆经历了一段“闭关
修行”。场馆虽然受限，艺术服务却不能停摆。山东美术馆将网
络平台作为实体场馆的“延伸”和“替身”，在官方微信公众号
和官网上开设“网上展厅”专区，制作推出了“能量——— 改革开
放山东美术发展成果展”“葵颂——— 许江艺术展”“第十三届全
国美术作品展览中国画作品展”“齐白石特展”等4个重量级展
览的网上虚拟展厅、语音视频导览等。虚拟展厅采用全景拍摄手
法，观众跟随指引进入展厅，轻点屏幕就可以选择最佳观展角
度，作品的细节可以放大观看，说明牌上的内容也清晰可见。观
众的手机屏幕就像山东美术馆的大门，可以足不出户徜徉艺术殿
堂，方寸之间，与美同行。

官网及公众号后台显示，虚拟展厅一经上线就收获了大批观
众，展览浏览量均过万，其中“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国
画作品展”创下“5万+”的浏览记录。观众纷纷留言对“云服
务”点赞支持：“特殊时期，闭馆不停展，与时俱进，方便民
众，为山东美术馆点赞！”

多种形式促美育，专家学者齐开课

在山东美术馆官微及官网上，“美术大讲堂”正持续连载。
山东美术馆学术研究部方辉博士带来《黄宾虹山水画八讲》视频
讲座，把理论与绘画实践相结合，深入讲授艺术大师黄宾虹的美
学理论；陈钝之博士对楷书、行书、隶书、篆书四种书体进行了
系统的梳理与讲解，甄选代表性范本，从用笔技巧、基本点画、
结构关系等方面为观众提供指导。

如何选择绘画素材？创作时的着色顺序和方法是什么？在艺
术创作中可能会遇到的那些小问题，进入山东美术馆“艺术云课
堂”抖音直播间，将会一一得到解答。

经过不断优化与调整，“艺术云课堂”在深入了解观众需求
的基础上，调整课程设置，针对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学习基础的
观众群体，综合观众的兴趣爱好，科学规划课程时间和课堂内
容，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授课模式，于每周二、周四19：00准时开
讲，内容涵盖油画、水彩等，兼具互动性与趣味性、学术性与实
践性。在老师的耐心讲解下，艺术创作细节在镜头中呈现得清晰
明了。

挑战视作新机遇，线上线下同发力

特殊时期的线上项目，旨在消弭地域、时空限制，转变传统
观看艺术品的方式，持续面向观众发挥公共文化服务功能。疫情
不仅带来了压力和挑战，也让山东美术馆深刻意识到了线上建设
的重要性，加快了建设的步伐。只有紧跟新时代、用好新技术，
不断拓展服务渠道、挖掘服务潜能，才能做出令公众满意的优质
文化服务。

当前，短视频、直播等形式成为了最受关注的传播渠道，山
东美术馆灵活运用平台，接连推出活动：山东美术馆馆长张望直
播带领观众线上参观山东美术馆；咖啡厅、文创空间、公共教育
空间、阅读空间……全方位解锁山东美术馆文化服务；公共教育
部主任赵军直播详细介绍山东美术馆A层的艺术助力空间，生动
讲述山东美术馆公共教育活动特色；馆员宿慧在山东美术馆亲子
图书角直播为幼儿讲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到“美育从小做起”的
意义。.

线下，“时代叙事——— 山东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将于5月16
日在山东美术馆推出，全面展示山东美术馆自2015年以来在收藏
研究领域的风貌与成果。疫情终将被战胜，相信观者如织的场景
也将不久重现。山东美术馆将持续推动官网、官微、头条、抖音
以及即将上线的小程序，形成完整链条，打造线上活动常态化，
将线下线上两者优势融合，实现艺术与观众的“零距离”，让艺
术成为一种习惯，让山东美术馆以艺术为伴，“艺”无反顾奔向
你。

（张楚杭）

李学明，1954年生于山东莘县。山东工艺美术学
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美术家协会顾
问。

我小时候，腿上长黄水疮，父亲常用自行车带我
去找当地很有名的一位老先生治疗。这位老先生姓
常，是我父亲很要好的朋友。说来有意思，他的形象
很像晚年的齐白石，他戴着一副旁边垂着链子的老花
镜，牙齿脱落，颧骨高凸，稀疏的须髯垂到胸前，说
话幽幽的，一身的仙风道骨。更有意思的是，他脸盆
里的图案是齐白石画的虾，抄药方的本子里也印有齐
白石的人物画。有一次，我拿着那个本子看来看去，
舍不得松手。老先生看出了我的心思，他知道我喜欢
画画，就从本子上撕下那页《松坪竹马图》送给了
我。回到家我便小心地贴到平时积攒资料的夹子里。
那时候学画，资料太少了，得到这样一幅画页，如获
至宝。

在后来几十年的笔墨生涯里，长了几许行止见
识，经了几番人生磨砺，秃笔多了，老砚薄了，齐白
石这三个字，越发地往心里去。

我画室的书架上，摆着各种版本的齐白石的集
子。窗明几净，焚上支香，沏上壶茶，我便静静地坐
在画案前翻看他的画集，和他默默地对话，这是我生
活里最惬意的时光。

齐白石的不凡与高妙之处，是他把自己真正地融
入了印里、书里、诗里、画里。

他有一颗灿灿的赤子之心，纯真而质朴。他的乡
愁，渗透在他的血液里，刻在他的骨子里。他一生都
在真诚而动情地诉说着对家乡那无尽无休的思念和眷
恋。每当我看到他那老笔纷披里写出的一棵白菜、一
根萝卜、一盏残烛、一挂爆仗、一丝垂柳、一抹夕
阳、一条游鱼、一只蜻蜓，就马上想到我的祖父、我
的伯父、我的父母和生我养我的那个荒村，想到那清
明的柳丝，夏夜的繁星，中秋的明月，冬日的大雪，
想起宅前在秋风里泛着银光的荻苇塘，想起村后清澈
见底的徒骇河，想起我们一家人与祖父相依为命的清
欢岁月。这些岁月里有欢乐也有泪水，有幸福的相聚
也有悲怆的别离。这些岁月是令人眷恋的，是值得回
味的，这些经历里的许多美好瞬间像是刻在我的记忆
里。每当我兴之所至，这些瞬间便影片般一幕一幕如
在眼前，使我胸中勃勃，下笔即可找到感觉。那种心
思，那种乡愁，种种笔墨似乎是从心里自然流淌出来
的。

世界上真正的艺术都是往人心里去的，这样的艺
术才能打动人，因为它和你的心灵是相通的。它没有
古今，没有新旧，无隔无碍，无雕无饰，它可以打破
国界，穿越时空。

梵高的油画往人心里去，古琴家管平湖先生弹的
《良宵吟》往人心里去，大足石刻、麦积山石刻和青
州龙兴寺的佛造像也属此类艺术。我曾在苏州一个专
门收藏砖雕的朋友那里，看到一块砖雕精品，雕的是
“王质烂柯”的故事，砖雕中的人物不足5厘米大，
人物的举手投足，语言顾盼，情态俱足，呼之欲出。
我在这块小小的砖雕前足足待了半天，那里边有一种
说不清的东西勾魂似的让人着迷，这种艺术与你心有
灵犀，一下便直入你的灵府，让你怦然心动。齐白石
绘画里的人物、山水、花鸟似乎都蕴含了这样一种魅
力。

世间天才型的艺术家，有的与寿命没有多少关
系，像王希孟、任伯年、梵高等。有的却与寿命有着
太大的关系。假如齐白石的寿命像任伯年那样促迫，
如今恐怕很少有人提及齐白石这个名字了。可以说齐
白石的耄耋之寿，成就了齐白石。但，齐白石也可能
感知到他在艺术上潜在的空间，这种感知是说不清道
不明的。有一种非凡的生命力使得他对这种巨大的空
间具有了一种渴望和向往，就是这种向往唤起了老先
生勃勃的生命力，使得他直到耄耋依然精力充沛，笔
下生机勃勃。此中的奥秘，未必如此，但，也未必不
如此。

世间也不乏长寿的书画家，但晚年在艺术的追求
上每况愈下，有高寿但艺术上却没有迈向新的高度。

齐白石却是大器晚成的典型。他的艺术在老年之
际越发的日新月异，神采焕发。在这段金子般珍贵的
时光里，他造型洗练，图式出奇，笔减意丰，他能在
不足巴掌大的册页里依旧以那老辣而婀娜的笔法恣肆
挥洒，那里面真是“一草一木栖神明”。这种作品让
人真正领略到了他手上的绝活。一个画家，能把一管
毛笔玩到这等火候，明眼人自能从中领悟出他在画案
前花费了多少心思。

在这段时光里，他的人物画达到了极高的境界。
他的人物画精品，构图大疏大密，出人意外，险中生
妙，妙不可言。炼形夸张传神，洗练精妙，这种“似
与不似”的写形手段，鲜有人能与之相比，这才是中
国人物画追求的高度。

齐白石的人物画是真正“写”出来的，他下笔老
辣而有生机，变化多端，妙趣横生，似有神助。他曾
说“三日不作画，笔无狂态”，有了这种“狂态”，
笔下才能生出许多妙来，这是可遇不可求的状态，这
是功夫、胆量、才情的总和。这种“狂态”是世间一
般画师俗工一生也不可能梦见的状态。

他的题跋字字珠玑，往往是“人人心中有，个个
笔下无”的人生妙悟。个中之趣令人玩味不尽，真正
达到了古人所说的那种“妙在画外”的境界。

可以说写意人物画虽早在宋代就由梁楷开宗立
派，但却在中国画坛上沉寂了700多年。终于，到了
这位“杏子坞老民”手里，突然弄起了一座高峰，让
人仰之弥高，感叹不已，感叹之余，也令人深思。

如今，每当我出差去北京，必然要到荣宝斋转一
圈。特别在冬日里，温暖的阳光透过那老式的窗棂照
进室内，荣宝斋窗明几净，温暖如春，呈现出这个百
年老店特有的雅致和温馨，在陈设讲究的老店里到处
都似乎可看到老先生的水印作品，恍似这个老店里到
处都有这位“杏子坞老民”的气息。让人觉着老先生
依旧活着——— 他自在地坐在铁栅书屋里刻印、吟诗、
挥毫，拿着长了毛的点心招待客人。

我有时竟想，假如造物主再给老先生延寿20年，
说不定我就能去铁栅书屋见上这位老神仙，我的笔下
也许会弄出一番别样的景象来。也未可知！

画廊周北京2020即将启幕。无论是主办方798物业还
是每一家参展机构，都需要克服以往没有经历过的困难。
这是个需要彼此联动，化危机为转机的时刻。

画廊周北京2020即将启动

艺术生态走向何方？

去年画廊周北京，798艺术区举行了“中国艺术高峰
论坛”，今年此类活动只能转为线上进行。可以预期的
是，实际来到798的访客数量会减少很多。

不过，脱离了常规操作，也许更能激发出全新的创造
力。今年画廊周北京公共单元“塑 |像”主题展览的策展
人尤洋，在以往的策展经历中曾意识到许多问题，而这些
问题在“疫情”下都被扩大了，比如，现在的图像生产比
20年前更快了，但展览呈现逻辑却与20年前没有根本性的
变化；年轻一代的写作者、策展人更加注重文本阐释与学
术研究，往往忽略对视觉的关注；当代艺术与外界的对接
通道依然很窄，艺术与大众的互动显然不够等。

基于这些思考，此次由他策划的大型户外公共单元展
览，会分为三个部分呈现：第一部分，梳理798艺术园区
内既有的公共艺术作品；第二部分是委托创作性质的作
品；第三部分是更多具有互动性质的作品。

近一半国际VIP嘉宾缺席

但依然有展览作品被预订

往年，画廊周北京都会邀请来自全球各地300-400位

嘉宾参加VIP开幕晚宴。今年疫情的直接影响是，最重要
的一场VIP开幕晚宴不得不取消，接近往年一半人数的国
际VIP无法到场。因此，今年画廊周北京组委会重点向外
地藏家、VIP嘉宾发出了邀请。据画廊周北京总监王一妃
介绍，目前只有不到100人的嘉宾团预计将会参加。

王一妃说：“今年的社交属性弱了一些，但我们看到
展览的内容会更强一些。”

去年画廊周北京开始筹备线上APP平台，在今年疫情
之前刚开发完成了一期。当前情形下，组委会紧急开发了
二期的补充功能：针对VIP客户可以显示作品的价格，希
望促成画廊的线上销售。

据王一妃了解，目前已有画廊的展览作品被全部预订。

疫情下启动的798物业

如何肩负行业的责任？

目前，798园区内已有中小画廊机构退出画廊周北京，
而在更大范围内，拍卖无法启动，画廊不能展开营销，艺术
家没有进项，一系列艺术品相关的展览运输、装裱服务等也
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接下来的影响或许还将持续加深。

作为去年参观人群突破千万人次的798艺术区，此时
的行为无疑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今年2月份，798物业宣布，将落实为园区内画廊减免
2月份租金的扶持政策。为了使今年所有参展机构能够顺
利参加，主办方推出了许多配套支持性政策，成本投入并
不比往年少。

北京画廊协会会长、蜂巢当代艺术中心负责人夏季风
认为，这些措施，无论是大到政府层面，还是具体到798
物业，以及798艺术区在国内，甚至全球的影响力方面，
都起到了正面积极的作用。

画廊周北京2020展览项目

一半更新一半照旧

受疫情影响，许多机构原计划呈现的展览都不得不作
出调整。尤其是许多有国外艺术家参加的展览。

从目前机构公布的展览计划来看，一个明显的变化
是：往年约三分之一的展览都是西方艺术家的面孔，今年
除了当代唐人艺术中心第一空间带来一支由俄罗斯艺术家
组成的艺术组合全新亮相，以及偏锋画廊将推出其代理艺
术家约翰·麦克林去世一周年的个展之外，已经没有往年
西方艺术家展览“遍地开花”的场面。

草场地艺术区的画廊及参展机构此次集体受到了影
响，基本都退出了今年的画廊周北京。

除了这些被迫调整的展览计划，还有约一半机构的展
览是按照原计划执行，只是将展期作了调整。

面对疫情，有太多需要准备和调整的方方面面。如
今，无论是艺术生产，还是市场销售，抑或推广营销，如
何把握线下、线上联动，如何在不确定的环境因素中展开
工作，将危机化为转机，这是画廊周北京主办方、每一家
参展机构、画廊，每一个参与个体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
题。 （来自雅昌网）

画廊周北京2020将于5月22日开启
疫情下如何化危为机？这里或有答案

山东美术馆馆长张望直播带领观众线上观展

山东美术馆网上虚拟展厅

“艺术云课堂”直播教授油画创作

“艺术云课堂”直播教授水彩画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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