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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鎏彩墨 沧海现遗珠
“淋漓华章——— 孙博文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

本报记者 李可可

2020年11月12日，“淋漓华章——— 孙博文艺
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由山东省美术
家协会、山东艺术学院、青岛市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中国美术家协会策展委员会共同主办。
作品研讨会于同日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中国文
联原党组书记、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
务副主任胡振民宣布展览开幕。中国美术家协
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中央美术
学院教授邵大箴，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美术
史论家刘曦林，南京艺术学院艺术教育高等研
究院院长顾平，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山东
美术馆馆长张望，艺术批评家杨卫分别致辞。

孙博文(1938-2003)，名九学，字博闻，1938
年出生于山东莱阳穴坊镇西富山村，辛亥革命
老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孙墨佛玄孙，北派
山水画大师孙天牧曾孙。师从关友声、黑伯
龙、王企华、陈凤玉诸先生。1979年拜著名画
家崔子范为师，将崔子范简笔大写意花鸟的绘
画技法移用到山水画上，后又研习张大千先生
泼彩泼墨画法，融合创新，独成一家。

展览开幕式上，策展人范迪安建议大家重
新认识画家孙博文，原因有三：“其一，改革
开放推动了中国画的变革，在孙博文的创作
中，特别其晚期的创作中，可以看到时代与艺
术家的密切关系；其二，中国画艺术一定要在
弘扬传统的基础上走向当代个人的创新创造，
传统与创新在孙博文的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
现，可称为中国画艺术发展的正道；其三，基
于百年来中国画大变革的趋势和特点，需要有
更多艺术案例来加以丰富，孙博文的艺术将构
成对艺术史更加完整的描写和书写。”在展后
的作品研讨会上，范迪安继续强调：“在这样一个
图像时代，我们眼睛的要求是很高的，举办个人
展览，如果没有比较充分的历史文献或者新的作
品是不容易的。新的作品由于缺乏原有的视觉阅
读经验和准备，也不容易产生很好的认知效
果。但对于孙博文，我感觉到他至少有两次超
越：一次是他从传统的中国画教育走向更宽阔的
表现状态，第二次是从泼彩进入到更自由的表现
境界，这里面有很多属于他个人建树的东西。”

邵大箴在开幕式上非常直白地表达了对孙
博文艺术的欣赏：“他的画面色彩丰厚，敢用鲜明
对比的纯色，显然吸收了西方艺术的经验，也吸
收了文人画的传统。并且从他的画面中能感受到
时代的气息，自然流动着他个人的气质和性格。
在当代中国画语境下，这种探索相当可贵。”

作品研讨会主持人、《美术》杂志执行主
编、艺术评论家尚辉认为孙博文是“用刘海粟
的方法画张大千”，以金石用笔来体现墨和
彩，“20世纪后半叶以来，山水画向现实方面
转化，但也有太多的版本替代了对笔墨的理
解，缺少了笔墨的精神和格调，也缺少了孙博
文这样的想象力。孙博文晚年创作的东西有很
多是带有表现主义色彩的，和传统的田园意境
有很大区别，更多的是一种生命的表达。”

作为孙博文在山东艺术学院的校友，刘曦林
在展览开幕式上尤其感动，他说：“在我工作了40
余年的中国美术馆，终于迎来了我的老同学孙博
文的展览，真的非常高兴。”在齐风鲁韵的艺术框
架下，著名美术史论家刘曦林认为孙博文是齐风
的典型代表，张择端、梁楷、郑板桥、高凤翰都是
齐地人，他们的广阔大气如出一辙。

山东省美协主席张望在作品研讨中表示：
“我觉得不光山水画，所有的艺术无非两种追求，
一是表现自然，一是创造自然。表现自然就是摹
写，而作为艺术家，还要创造理想的自然，我
觉得孙博文的艺术成长或者说他研究的轨迹恰
恰体现了艺术的两种追求以及追求的转换。为
什么大家对孙博文后期那种抽象的、带有超现
实色彩的东西特别感兴趣？就是因为我们的山
水缺少这样的东西。他对现实和理想的表达可
以转换成独特的形式，是他追求的理想境界，这
才是中国山水画的精神所在，或者这也是未来和
当代艺术产生某种关联的一个通道。”

“北派的气势，南派的气韵”是中国国家画院
美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天民对孙博文艺术风
格的总结，“他是怎么使文人画的东西走到现
在的？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因素就是民间艺
术。他是以民间艺术的眼光来看待山水画，他作
品中的西方因素，在我看来恰恰是民间的眼光，
实现了新的转化。这就导致他的作品走向了一种
中国式的表现主义山水，甚至有些作品已经走到

了抽象的地方。”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岛子十分认同各位

专家对孙博文艺术地域特性的评定，“孙博文先
生的水墨更多的是得益于地域，起于齐文化。我
认为齐文化的精神是唯心的、浪漫的、游仙的。孙
博文先生的山水，就大的美学风格来讲是雄浑的
北派风格，‘返虚入浑，积健为雄’‘超以象外、得
其环中’。”岛子认为齐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太阳崇
拜，是有光感的，“所以我把他的山水称为光韵山
水，这是从气韵来的，不落边界，交融荟萃。”

山东艺术学院院长王力克强调了艺术推手
的作用：“我原来都没大听说过这位画家，今
天看了原作，内心非常震动。山东不缺画家，
缺的是推手，有很多优秀画家就这么被埋没
了。今天我们看到孙博文先生的画，有人说晚
了，其实不晚，这是最好的时候。10年前、20
年前都没有现在这样的语境，今天良好的艺术
生态基本形成，靠民间、靠专业、靠学术推动
画家是必须的，也是长久的。”

青岛市文联主席、青岛市美术家协会主席
王绍波谈到：“看了范迪安先生题的‘淋漓华
章’四字展名，我脑海里浮现出相对应的四个
字‘性灵之光’。我对孙博文的生活经历和创
作状态略有所知，他的绘画应该说是一种在沉
寂中爆发的状态。他本人的性格是非常热烈奔
放的，但他又把沉郁、含蓄融入了日常的温文
尔雅中。他所有的激情都在艺术语言的表达中
施展和抒发了。他在沉默中爆发，一是艺术本
身的必然现象，也是性格使然。两个展厅的作
品形成了对比，一是传统，一是现代。在他的传
统笔墨当中，也透露出他艺术个性中强烈的反
差，并且已经在孕育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国美术批评家联会秘书长、湖南师范大
学美术学院教授杨卫较早发现孙博文并予以了
推介。他一直在思索是什么支撑着孙博文的创
作激情，“过去的文人画大都是小品，或在客
厅里展示，或在文人间交流，孙博文的作品尺
寸如此之大，显然不适合挂在家里，他是为谁创
作？为什么创作？这个动因或许正是今天开幕式
上范迪安院长说到的，这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新
气象，也就是说艺术家在这样一个开放的背景
下，走出了过去的书斋式经验，具有了公共性的
思维方式，然后进行创造性转换。”

可以说，这次展览的意义在于对一位画家
的重新认识和发现。孙博文默默耕耘、不求闻
达的一生也是热烈绽放的一生，只是这光华多
年后才如虹再现，令人动容。展览上篇“时代
华章 立传山河”与下篇“淋漓异彩 苍润化
境”，从互补互衬的两方面展现了画家丰富的
艺术生命。孙博文生前勤奋创作，此次展览所
选仅为存世作品的一小部分。希望在今后的岁
月里，包括孙博文在内的更多沧海遗珠以及他
们的作品被发现，被尊重，长相忆，永流传。

“淋漓华章——— 孙博文艺术展”展至11月22
日。

“淋漓华章——— 孙博文艺术展”展览作品尺幅巨大，色彩绚烂

（左起）王力克、张望、刘曦林、范迪安在展厅交流

展厅现场
“淋漓华章——— 孙博文艺术展”作品研讨会在中国美术馆举行

美美与共——— 江苏·山东中国画名家作品交流展
将于27日在山东新闻美术馆开幕

邵大箴致辞

展览名称：庆贺大众报业集团成立20周年系列
美术活动之美美与共——— 江苏·山东中国画名家作
品交流展

主办单位：大众报业集团
承办单位：齐鲁美术馆、山东新闻书画院
参展画家：
江苏：王野翔、高洪啸、刘红沛、杨耀宁、崔

见、赵治平、高德星
山东：岳海波、李兆虬、张宜、贾荣志、魏百

勇、宋丰光、林兵
展览时间：11月27日—12月3日
展览地点：山东新闻美术馆（济南市历下区泺

源大街2号大众传媒大厦4楼）

范迪安致辞 胡振民宣布展览开幕

自9月28日以来，由大众报业集团主办，
山东新闻书画院、齐鲁美术馆承办的“庆贺大
众报业集团成立20周年系列美术活动”陆续拉
开了帷幕。省内外百余位书画家通过创作、展
览，参与到了此次庆祝活动中，用丹青妙笔讲
述了书画艺术家与大众报业集团的深厚渊源和
真挚情谊，也用暖心的寄语表达了对报业集团
美好未来的期许。

“美美与共——— 江苏·山东中国画名家作
品交流展”作为大众报业集团成立20周年这一
主题最后一个庆贺活动，将于11月27日在山东
新闻美术馆出场。来自江苏的王野翔、高洪啸
等7位画家与我省岳海波、李兆虬等7位画家组
成“南北”中国画阵营，以画对话，展开了文
化艺术交流的新篇章。

国画艺术在江苏有着丰厚的传统积淀，画

派众多、名家辈出，在当代更是展现出繁荣发
展的新气象。山东作为书画大省，历史积累和
文化底蕴丰富，美术事业十分繁荣，在多届全
国美展中表现优异，令人瞩目。此次以大众报
业集团成立20周年为契机，邀请江苏、山东两
省在人物、山水、花鸟领域有着优秀艺术成果
的画家，共同举办“美美与共”作品交流展，
将进一步推动两省书画名家的艺术沟通和共同

提升。综观80余幅展览作品，或大气磅礴，或
婉约清丽，笔墨纵横，精彩纷呈，北雄与南韵
共美、传统与当代共美、本土与西方共美、大
作与小品共美，展现出了当代中国画在表现形
式和理念上的“和而不同”“美美与共”。这
次展览对梳理两省当代中国画的创作成就，启
发和丰富两省书画家的创作思路都有着积极意
义。 （贾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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