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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近年来，山东省美协推出的“决胜齐鲁”“寻找美术
符号 助力乡村振兴”等活动，既讲好了山东故事，又催生了
一大批精品力作，影响很大。您能详细介绍下这些活动吗？
  张宜：2020年推出的“决胜齐鲁”山东省决战脱贫攻坚美
术作品展，是我省美术工作者扎根生活、扎根人民，让艺术创
作与时代精神同频共振的又一次重大尝试。300件展览作品
是近年来省美协分批分期组织我省中青年骨干画家和农民画
作者奔走黄河滩、寻访沂蒙山的创作成果，风格鲜明、技法多
样、题材生动，饱含真情实感。我省新时代美术家和美术工作
者以艺术视角和多画种美术作品诠释和反映了山东人民摆脱
贫困、加快步伐奔小康的崭新精神面貌。

  “决胜齐鲁”山东省决战脱贫攻坚美术作品展的举办得到
了社会各界的肯定。山东的美术家走出画室，走进农家院落
和田间地头，用画笔响应和讴歌党中央脱贫攻坚奔小康的方
针政策，用翰墨丹青聚焦现实、记录历史，集中展现了我省决
战脱贫攻坚的新风貌、决胜全面小康的新气象，是一次具有时
代意义和历史价值的主题创作。

  “寻找美术符号 助力乡村振兴”活动是在山东省文联的
领导下，由省美协精心打造的一项品牌活动。2021年活动启
动以来，共在全省16市开展各类活动465场次，参与艺术家4433
人次，培训文艺骨干2206人次，创作作品数量约14400件，绘制
墙体绘画157059平方米，受众人数约191万人，惠及全省77个县
区的350余个街道（乡镇）、209个社区（村），影响很大。我省美
术家们结合本地域人文乡情、自然风貌，深入挖掘乡村历史人
文底蕴，提炼美术元素、锤炼美术符号，不仅为美术服务人民
找到了新的路径，更把美术创作与乡村振兴紧密结合了起来。

  记者：2022年山东省美协都开展了哪些文化惠民活动？
在线上文化惠民方面，省美协有何新思路？
  张宜：在2022年5月23日——— 第9个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
来临之际，省美协在全省广泛开展了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喜迎二十大•“到人民中
去”山东文艺志愿者在行动主题活动——— 山东省美术家协会

“5•23”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蒲公英”大讲堂等活
动。我省著名艺术家岳海波、韩英伟、华杰、孙夕恺分别以《绘
画技术的综合运用基本知识》《笔墨是中国画的灵魂》《意笔人
物画主题性创作的画面结构》《写意人物画传统及创作》为题
在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官方抖音账号直播，形式新颖，语言生
动，吸引了众多艺术爱好者观看。
  近年来，省美协在线上、线下的文化惠民活动一直未曾停
歇。刚刚提到的“蒲公英”大讲堂活动曾先后在费县、单县、巨
野、城阳、文登、高唐等地举办了线上线下专题讲座。2020年2
月，按照省文联《关于开展山东网络文艺志愿服务活动的通
知》，山东省美协还首批推荐了李平、吴磊、李京波、高波、李
沐、王勇、李甲、田金良、赵峰、张京刚、杨继锋、刘明雷、刘媛
媛、徐乐、李丹等十五名优秀艺术家在抖音平台开设美术公益

课堂，涵盖国画、油画等多种艺术门类，反响很好。
  记者：今年我们将迎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省美协都策
划了哪些喜迎党的二十大的活动？
  张宜：首先是8月将在济南举办“喜迎二十大•山东省黄河
主题美术创作大展”，检验和锻炼我省美术家创作水平，引导
大家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
其次是“喜迎二十大•第五届山东省青年美术大展”，进一步发
现、培养、宣传、推介我省青年美术人才，推动山东文艺事业持
续繁荣发展。9月还将在青岛举行喜迎二十大•“蓝色齐鲁”首
届山东省新文艺群体美术作品展，打造“蓝色齐鲁”符号，努力
开创“文艺两新”工作新局面，进一步为我省新文艺群体美术
家搭建宣传、展示和交流平台。
  10月将在聊城举办喜迎二十大•山东省“寻找美术符号
助力乡村振兴”第二届成果展，继续以美术符号助力乡村经
济、旅游等产业发展。同月还将在滨州举行喜迎二十大•第26
届山东美术新人新作展，引导美术新人用画笔描绘新时代、抒
写时代画卷。

  记者：说到新人新作展，还请进一步谈谈近年来省美协在
发现和扶植新人、培养我省美术后备力量、壮大美术队伍方面
的思路和举措。
  张宜：这个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利用协会常设品牌
活动发现培养新人力量。如上面谈到的每年一届的山东美术
新人新作展和写生创作培训班。在举办重大主题展览或者主
题创作时，省美协也会组织重点作者进行专题培训。
  二是搭建青年学术展览平台，发现、培养和推介新人新
作。即将举办的第五届“山东省青年美术作品大展”“学术一
百•山东青年美术作品展”全国巡展，还有2017年在北京民族
文化宫展览馆举办的“大美齐鲁•山东青年美术作品晋京
展”……这些展览活动的举办，为青年美术家搭建了重要的学
术交流平台，也加强了山东与各省市美术家的沟通、交流，促
进美术家群体学术水平提升，为山东美术事业的发展积蓄了
新的动力源泉。
  三是对新文艺群体的关注和扶持。近年来，省美协一直
在做有关新文艺群体作者的发现、推介工作。为更好地服务

“文艺两新”，发挥协会引领作用，山东省美术家协会还于2021
年9月9日成立了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群体工作委员会，帮助
基层文艺工作者、新文艺组织、新文艺群体开展文艺创作、文
艺志愿服务、采风写生、展览培训等活动。

  记者：请谈谈美协的职能，山东省美协又是如何践行这一
职能的？
  张宜：文艺要发挥人的力量，在建设文化强国的征程中，
人是最关键的因素。省美协在各项工作中根据省文联工作的
安排和部署，始终坚持聚焦做“人的工作”。
  首先是引领，协会组织开展新文艺群体美术家的线上培
训活动，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开展政治思想主题讲座，团结带领
我省新文艺群体美术家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成
为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坚定拥护者、践行者。
  其次是服务，协会作为美术家之家，积极服务于全省美术
家。在展览方面，搭建多层次展览平台，服务各类美术创作人
才；在培训方面，推出多层次的培训活动，联结起我省的广大
美术家，满足他们的多样性提升需求。
  第三是发挥各级美术人才的作用，协会在组织多种形式
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中，既注重“高端人才”的示
范引领作用，又发挥“专业人才”的艺术专长，更调动了“后备
人才”的参与热情，由专业院校教授、画院与美术馆专职创作
人员、各市美术家、新文艺群体代表等组成志愿服务队伍，激
发各方人才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充分发挥服务人民群众的积
极性，提供专业且丰富多彩的服务内容。
  下一步，省美协将继续带领全省美术工作者创作和推出
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的精品力作，推动山东文艺事业
的繁荣发展，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贾佳）

以人为本 与时俱进
——— 访山东省美协驻会常务副主席张宜

艺海潮头之山东省美协

  山东美术事业根深叶茂，她有丰富的文化积存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在当代，更有多家重要美术机构长期以来进行着不可替
代的组织带头工作。“大众书画”专刊以“艺海潮头”为题，专访山东省美协、山东画院、山东美术馆等典型美术机构的主要负责
人，带领读者走进他们的工作时间，进一步了解山东美术的真实面貌，共同推动本土艺术的发展和交流，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 编者

  一直以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始终贯穿于山东省美协的各项展览、培训、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中。这些活动有担当、接地气、入人心，让美术真正在人民生活、经

济发展、乡村振兴中焕发出了新活力。近日，山东省美协驻会常务副主席张宜接受了记者采

访，省美协近几年的优秀展览成果、喜迎党的二十大系列展览规划、美术新人培育计划等读者

十分关注的话题，在他的讲述中徐徐展开。   文明依靠文字而传承，文字依托书体而呈现。中国
书法之所以独树一帜，正是基于汉字在造字之初便已具
备的象形特征，这也是其相对于字母文字在生发书写艺
术上的天然优势。书法，“书”之“法”也。此“书”，可指
书体、书写，总归是文字的物理呈现；此“法”专指一种有
意识的规矩、法度，其中蕴含着人的思想和精神。因此，
中国书法是汉字书写审美由自发阶段上升至自觉层面
而产生的艺术，不同书体的书写水平也就在艺术自觉不
断提升的过程中拾级而上，进而形成不同的风格和流
派。在这一意义上，“真草隶篆”不再单纯指涉书体概念
本身，亦可作为厘定书法艺术内部演进的重要判准。依
照此逻辑，对书家成就的评判必然不能抛开书法史视域
下其对某一书体艺术呈现的贡献，而张仲亭先生的小楷
书法完全经得起历史审视和艺术推敲，足以在书法艺术
历程中占据不可或缺的位置。
  欧阳修有言：“善为书者以真楷为难，而真楷又以小
字为难。”宋代大儒何发此论？反观汉魏以降书法艺术
之演进便可得知。西汉时期，汉字形体由篆书演进至隶
书，汉字的隶定既使之脱离古文字阶段，同时也打下了
艺术创造的基础，魏晋书艺随之而起，琅琊“二王”即为
佼佼者。二王善书多体，行书如《兰亭集序》，楷书如《乐
毅论》《黄庭经》，但总以行书见闻于世且影响深远。时
至南北朝时期，文化因政域阻隔而南北迥异，“北碑南
帖”由此而成，北碑拙朴而南帖工巧，此为时地因素所
致。唐初，虞世南、欧阳询等师法二王且揉以己意，将南
帖之意融入北碑之风，创制一代唐楷。褚遂良先法欧虞
而悟其精髓，继发二王而觉其精神，更使唐楷光照后世。
然唐楷以大字见长，而二王楷书原迹至唐宋之际亦已佚
失，遂造成小楷无师可法、难以为继之境地，此即欧阳修
所叹之由来。
  张仲亭先生苦法二王，广临众帖，悟其要而感其情，
在长期不懈的习书过程中，从二王到北碑，觉悟书法创
作需在工意之间、动静之中寻求一种臻于佳境的音乐般
的平衡美感。基于此，他将二王书法丰神潇洒、韵致卓
绝之书风植入小楷。魏启后先生有诗赞曰：“南帖北碑
久不和，因时所限自偏颇。张公自有平衡法，心悟手摩
未蹉跎。”
  张仲亭小楷书法允工允意、流丽妍美，楷为主体而
行变其中，体现出以静求稳、以动疏气、以工求法、以意
叙情，规矩而不失灵动、活泼而不悖法式的书风书气。
结构上遵章求变，有偏有正，主次协调，收放得体；笔意
上骨肉停匀，静中求动，有虚有实，气脉贯通。在音乐美
的体现上，则是以正宗传统的小楷运笔为基本节奏，间
或以行书的点线作为跳动音符，以其深厚的基本功底为
依托，把握行笔的节奏速度，使其前后韵律保持平稳且
气象一贯，给人以厚重庄严而幽雅清心的美感享受。可
谓是，观其书恰如听其吟，视其作正似闻其唱，闭目而不

忘其体，音绝而袅袅绕梁。张楷至善，诚斯美哉！
  文化是时代的产物，艺术透显出世事的脉搏。唐楷
创制于盛唐前夕，张仲亭小楷的生成亦依托于新时代的
文脉昌隆。千古悠悠，无数前人打下的基础，历朝历代
积淀下的佳作，在张仲亭先生焚膏继晷的勤习苦练中得
以糅合、提萃和升华，生发出新的艺术格调。时代文化
的托举、前人书作的镜鉴、个人学思的超越，共同成就了
张仲亭小楷书法。然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
  其一，张仲亭小楷书法绝非刻意创新而来。以行入
楷、允工允意，从理论分析角度并非难事，但能深入践行
且最终成就者却绝无仅有。张仲亭先生之所以能走出
这条路子，离不开艰苦的碑帖临摹，离不开冥思苦想的
考索琢磨，既要对行、楷二体深知熟稔，亦须对工、意两
法驾轻就熟。心定而手灵，神稳而体健，身心一体，内外
协合，书法成就自然瓜熟蒂落。
  其二，张仲亭小楷书法得益于古籍经典，又反哺于
古籍经典。其书作内容，少则名言警句，多则万言文章，
专著有《三经楷范》，碑碣如《圣母泉记》，均可传之后世。
且每每书写必先悟其文意，入其情态，至境至情，以书

“我”之心敢当荦荦大者，此谓遂成佳作之理也。书写经
典自然不敢造次，以楷书为之是常道，然而经典的权威
性却有可能裹挟书体的伸展，如大多抄经者往往沦为写
匠，张仲亭先生悟此理而辟蹊径，依托经典却不泥于经
典，在文与书之间寻得了一种恰当的平衡。尤其是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时代潮流
中，其以小楷书法传抄经典的实践，已不仅仅是书法领
域的作为，而是深入到了文脉的传承、思想的渲染和文
化的创建。张仲亭先生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孜孜不懈地
求索追逐，真正实践了书法艺术与传统文化的有机
结合。
  欧阳中石评价张仲亭小楷书法云：“得《乐毅》之古
貌，端朴直索《黄庭》之雅韵，秀实至于大令之十三行，亦
见娟好，能洗尘去俗，已大不易。”方家高度评价，大众亦
深深喜爱，皆因其不离“正大气象，雅俗共赏”之宗旨。
孔夫子讲尽善尽美，孙过庭《书谱》以此语评论书家，“尽
美”者能做到谨守法度却算不上“尽善”，“尽善”者还须
有书家人格、思想、才情、功夫、见识等因素的加入，且能
实现气象贯通、文书一致。古人讲求“文以载道”之境
界，张仲亭先生读书闻道，又具备“书以弘文”的功夫，在
追求尽善尽美的道路上越走越坚定，越走越从容。
              （彭庆涛 郭云鹏）

  张仲亭 济南人，书法家，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
事、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济南市书法家协会主席。
书作以小楷名世，代表作如《三经楷范》《张仲亭书历代
名人咏济南》《重修复圣庙碑》等。

允工允意 尽善尽美
——— 书法史视域下的张仲亭小楷艺术

毛泽东《七律·送瘟神》

诸葛亮《诫子书》

季羡林《泰山颂》

李白《行路难》

张仲亭书法作品赏析（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