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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写结缘一生情
□ 丁宁原

2023年“国寿小画家”

山东省第十九届“中国人寿杯”少儿书画大赛征稿启事
  由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大众报业
集团主办、山东新闻书画院承办的“中国人寿杯”山东省少儿
书画大赛自2005 年创办以来，参赛人数已达510 多万人次，成
为山东省举办最早、延续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少儿书画大
赛之一。今年是大赛的第19 年，期待孩子们以更美好的图画
展露天真、写照生活，在成长中体验艺术，在艺术中获得成长。
　　（本次大赛不收取任何费用）

一、活动主题：牵手国寿，数绘时代。
（一）主题一：文化心印记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包含了知识体系、价值观念、思想信
仰、行为规范、风俗习惯等多个方面，为大力传承发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鼓励孩子们拿起手中的画笔，积
极担当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二）主题二：创想新飞跃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
性、战略性支撑。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
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总基调下，鼓励小
画家们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畅想祖国未来的科技发明
创造。

（三）主题三：万象天地间
  孩子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社会生活的感受越来越丰富、
认识也越来越深刻。鼓励小朋友们积极关注生活、关注社会

发展变化，用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记录下身边感动的人与事，用
一颗真诚的心关注世间百态。

（四）主题四：绘梦进行时
  在成长的旅程中，总有无数的向往，有想要马上实现的梦
想、有对未来职业的理想，也有童话般的幻想。鼓励小画家们
尽情描绘心中大大小小的向往，让它们跃然于纸上。
二、主办及支持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大
众报业集团
　　承办单位：山东新闻书画院
　　支持单位：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山东省书法家协会
三、参与对象
　　活动面向3-16 周岁的少年儿童征集作品，共分四个年龄
组，幼儿组（3-6 周岁）、儿童组（7-9 周岁）、少儿组（10-12 周
岁）、少年组（13-16周岁）。
四、参赛要求
　　（一）参赛作品类别：
　　1、书法：硬笔书法、软笔书法、篆刻。
　　2、绘画：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画、水粉画、素描、速写、
拼贴画、数字作品等。
　　（二）参赛作品内容：
　　1、必须为原创作品。作者应承诺其提交的参选作品不会
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否则相关法律责任自负。

　　2、健康向上、主题鲜明、形式新颖、艺术风格突出，富有生
活情趣和时代气息。
　　3、参与本次活动的作者保留署名权，作品著作权的其他
权利归主办方所有，主办方可将作品进行出版发行。
　　4、作品恕不退稿。
　　5、作品背面右下方写清或贴好作品登记表(复印、自制及
网络下载有效，下载网址：http：//shuhua.dzwww.com 统一样
式如下：

　　（三）作品尺寸
　　书法作品：尺寸不限，勿装框。
　　绘画作品：不得大于四开(40cm×60cm），不小于八开，国画
作品不超过四尺斗方，勿装框。
　　（四）截稿时间：2023年9月30日

五、奖项设置
　　1、竞赛奖。共设金奖480 名、银奖900 名、铜奖1800 名（金
奖颁发获奖证书、奖牌、奖品；银奖、铜奖颁发获奖证书、奖
牌）。
2、优秀奖5000名，颁发获奖证书。
　　3、优秀指导教师奖60名，颁发获奖证书及奖牌。
　　4、优秀组织奖若干，颁发获奖证书及奖牌。
六、大赛奖励
　　1、举行隆重的颁奖典礼及获奖作品展（部分金银铜奖作
品参展），届时，将邀请有关领导和知名书画家为获奖者代表
颁奖和点评。大众网书画频道将设专栏同期展出部分优秀
作品。
　　2、大赛组委会将对所有获奖者颁发获奖证书。
　　3、金、银、铜奖部分作品及金奖等重要奖项获奖名单将在
《大众日报》书画专刊刊发；全部获奖名单在大众网书画频道
公布。
　　4、金奖获得者将受聘为山东新闻书画院特约小画家，并
优先参与山东新闻书画院举办的各类活动。
七、投稿及联系方式
　　投稿地址：济南市泺源大街2号大众传媒大厦4楼山东新
闻美术馆　包婷婷/于笑颜（收）
　　邮编：250014
　　联系电话：（0531）85196804 85196805

  我与大众日报社的“情缘”，源于
速写。
  1957 年，我考入山东师范学院艺术系
美术专业，首届班主任杜牧野先生很强调
画速写，常常拿徐悲鸿“拳不离手，曲不离
口”的话教导我们。所以同学们有空就外
出写生，我是其中比较积极的一个，很快
就养成了画速写的习惯。
  转过年就到了轰轰烈烈的1958 年，生
产建设热火朝天。见到报纸上常发表一些
场面速写来配合宣传，我也试着画了几张
建筑工地劳动场面的速写投给报社，居然
发表了一幅，我很受鼓舞。后来我就经常
向报社投稿，也不时发表一些配合形势宣
传的速写作品。很快，我就被聘为《大众
日报》的美术通讯员。报社常常约稿，有
时还发给报道提纲，并提示多关注社会活
动的动向。当年，河北省宝坻县有位知识
青年邢燕子，中学毕业后返回老家做中国
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成为“中国知识青
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杰出典范”。全
国展开学习邢燕子的热潮。1959 年夏天，
我看到济南火车站附近的人民剧场正在上
演话剧《邢燕子》，大门口上方的广告牌上

“邢燕子”三个大字非常醒目，围观者熙熙
攘攘，十分热闹。我觉得这个场面不错，
便画下来寄给报社，很快就发表了，并且
以明显的字体加了“邢燕子来了”的题目，
反响很好。后来凡是有大型活动，报社总
是事先向我约稿，包括各种社会活动、工
农业生产、救灾等等，并且帮助我联系单
位或者开介绍信，以方便去采访。我也借
这个机会几乎跑遍济南所有的工厂（那时
济南工厂很少）。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外
出写生，把午饭那份窝窝头或者地瓜干用
小手绢包好放到书包里，手里只要有公共
汽车票钱和中午那杯茶水钱就立即出发，

一天时间可以画好几张速写，晚上回来，
如果有比较满意的画，就把疲劳全忘了。
  通讯员的工作一直持续了很多年。
1977 年 4 月，我刚从诸城调来山东师范学
院，报社的刘晓刚同志就找到我，让我配
合群众的宣传游行画一幅大场面速写。接
着，在 8 月，他直接到我家去，告诉我要准
备画一幅庆祝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胜利召开的群众性集会场面，并说这是重
点稿子。为了突出地域特点，指定以济南
火车站为背景。我原本就很喜欢火车站这
组建筑物，所以立马就去火车站，用了半
天时间画了几张速写，选了一张较完整的
构图给刘晓刚同志看（图一），他提出可以
画的更宽一些，场面更热闹一些，突出大
标语，后来发表时安排了整版的宽度（图
二）。没想到这张速写还无意中留下了一
些时代的印记。济南老火车站是由德国建
筑设计大师赫尔曼·菲舍尔设计，建于1908
年，是一组具有浓郁巴洛克风格的哥特式
建筑群，当时是亚洲最大的火车站，在国
际建筑史上有一定地位。历经百年沧桑，
成为老济南的名片之一，可惜1992 年被拆
除。很多老年人都十分怀念这座见证过历
史变迁的建筑物，文化界的专家更是异常
惋惜。后来我把速写整理成一幅扇面小
品，放在画集中，表达我的心情（图三）。
  几十年来我深受报社的关爱，自己也
认真完成报社交给的任务，与报社结下了
深深的情缘。2011 年，我在山东博物馆举
办速写展览，刘晓刚先生在座谈会的发言
稿中深情地提到“……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我在大众日报社担任美术编辑时，曾
先后发表丁宁原的速写作品六七十件，至
今记忆犹新。丁老师的速写均来源于生
活，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现场
感。线条流畅，构图多变，生动感人，活灵

活现。他善于从生活的海洋里发现美，巧
取大千世界中最本质、最有代表性的事
物，着力加以表现。当时他只是一位在校
学子，却已展现出非凡的才华，令人刮目
相看。”
  通讯员的工作的确使我受益匪浅。
1959 年 12 月我们班的同学有幸参加了山
东省文化局、山东省文联组织的“腰斩黄
河文艺服务团”，赴黄河截流工地搞宣传
和体验生活。“腰斩黄河”是山东省委直接
抓的大型水利工程，20 多万民工在截流工
地上日夜奋战，忘我的拼搏精神使我们备
受感动，大家也奔波在工地上，画了大批
劳动者形象和热烈的劳动场面。由于我们
班的同学一直坚持到生活中去画速写，练
就了相当的写生功底，画出了一批构图比
较完整的作品。1960 年 5 月在北京故宫举
办的《腰斩黄河写生画展》除了大家集体
创作的大画之外，还同时展出了大批现场
写生，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随后，展
览的作品有一半又入选同年举办的全国美
展。我也有十几幅速写作品入选。根据山
东省美术家协会的决定，我们班全体同学
均获得了 1960 年全国美展的入选资格。
全国各大报刊纷纷刊登作品和发表评论文
章。当时山东能刊登美术作品的报刊不
多，《大众日报》是主要的阵地，曾多次选
登相关作品。《山东文艺》《群众艺术》以及
省文联主办的《诗·歌·画》等也纷纷刊登
作品。不久，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型
画册《腰斩黄河组画》。但展览作品后来
去向不明。我只找到了《群众艺术》发表
的我的两张印刷品（图四、图五）。这段经
历对我们这些青年学子的艺术道路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特殊的时代潮流，把我们从
懵懂的青年推向了艺术创作的第一线，大
家有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和探索，在生活

中逐步体验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传统精
神，为树立艺术源于生活的创作观迈出了
第一步。后来我们班同学在艺术创作、理
论研究以及艺术教学方面多有建树，在全
省乃至国内有较大影响，与这一时期的锻
炼是分不开的。这些成果的取得，离不开
新闻媒体的宣传、培养和指引，尤其在以
前，画家作品出版、发表、展出的机会不
多，新闻媒体是十分重要的阵地，《大众日
报》发挥了重大作用。大家把在《大众日
报》发表作品视为重要成果，很多青年也
是在报社的引导帮助下走上了创作道路。
遇到困难，报社也热情帮助解决。记得我
上大学期间，因为在报纸上发表作品，一
时间被扣上“追求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
帽子遭到批判。报社领导得知后，直接找
到学校有关负责人，明确指出“向党报投
稿，是支持党的宣传工作，应该给予支持
和鼓励，不能当作名利思想批判”。
  时光苒荏，这些往事不觉已经过去了
一个多甲子。梦想与拼搏，成功与失败，
甜美与苦涩，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渐渐淡
漠，但与报社的故事却萦绕心际……这些
年，我和报社的友情一直在延续。在重要
的节点，常应邀参加报社组织的书画创
作，我都按时认真完成。比如 2018 年末，
和几位老画友一起为大众日报创刊 80 周
年合作《锦绣齐鲁》，2020 年为大众报业集
团创作《揽青山 观沧海》，去年参加“约
绘”栏目创作《霞岭出云海 扬帆但信风》
等大幅作品。我和报社从事书画采编的两
三代编辑、记者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互
相信任，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我想，这份
情缘还将持续下去。祝愿报社的未来更
美好。

（图三）济南老火车站 国画扇面小品 丁宁原

（图二）热烈庆祝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丁宁原

（图一）济南老火车站速写 丁宁原

  丁宁原先生生于1939 年，和《大众日报》同龄，他说，和报社
的情缘已经超过了一个甲子，从青春韶华到耄耋白头，这份报纸
亦师亦友，相伴左右，这份情缘弥足珍贵，真切深厚。
  从 1958 年起，丁宁原先生成了《大众日报》的美术通讯员，
持续了30 多年。扎实的造型能力、画家特有的细腻情感，加上
新闻的敏感度，使他的画艺不断精进提升，在报纸上留下了许多
有意思、有意义的刊头和画作。这些作品，记录了他个人生活的
轨迹，同时也是时代的印记。
  丁宁原先生坚持“艺术源于生活”的艺术观。他一直笔不离
手，写生不辍，一直葆有“用画笔回馈生活的恩赐”这样的情怀。
他说，是“速写”培养了自己记录生活的初心，继而激发了作为
画家记录时代的使命感。而正是速写，让他和《大众日报》结
缘。本期约绘，请丁宁原先生谈谈他和报社的故事。（霍晓蕙）

  丁宁原，1939年生，山
东青州人。山东师范大学教
授，山东画院顾问，山东省美
协顾问。

（图五）黄河坝下安营寨 丁宁原（图四）防沙闸工地 丁宁原

黄海造船厂 30cm×27.5cm 1978年 丁宁原

春田新绿 20cm×22cm 1980年 丁宁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