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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个题目，心中有几多感慨。
第十一届全运会渐行渐远了，作为较早

参与筹办工作的一员，回首几百个日日夜夜
的操劳，如鸭饮水，冷暖自知。当压力、焦
虑、欣喜、激动等等都化为了往事，再细细
品味其间的一些片段，忽然觉得那些当时不
曾经意的交往与琐碎小事，竟可以让我生发
出许多感动来。

与赖非先生相识缘于一次不期而遇。
大概是十一运会开幕前两个月在一次朋友
聚会上，我与赖先生相识。赖先生朴实憨
厚而不失学者的儒雅机智，给我留下了深
刻印象。由于了解到我正参与全运会筹备
工作，赖先生对我讲，他准备了一套汉画
拓片，可以作为全运会礼品赠送给国际奥
委会主席罗格先生。赖非先生所谈事情并
非小事，早在半年前，十一运会组委会就
在考虑此事，尽管有许多备选的方案，但
迟迟选不出中意的。随着全运会开幕日益
临近，时间已十分紧迫。赖先生的提议引
起我的注意，并在一周之后到赖先生那里
一看究竟。赖先生一共拓制了十种体育题
材的汉画，蹴鞠、钓鱼、马术、六博、拳
术、建鼓、蹶张、械练、狩猎、击剑，洋洋
大观且非常精美。赖先生介绍，为搞这套拓
片他跑遍了鲁西南，从四个市地汇集而来
的，都是名碑名拓，他还特意强调说：“都
是山东的文化土特产，能够代表山东的文化
水平，也反映了山东悠久的体育历史。”

此后，我与赖非先生的交往围绕着这套
礼品一步步加深，仅是礼品的包装就曾反复
设计、制作了多次。这套《汉代山东体育画
像》最终得到了十一运组委会的高度评价，
并确定采用。直到全运会开幕前夕，这套礼
品由组委会领导赠送给罗格先生，我和赖先
生的这次愉快合作暂告一段落。

事后我常想到，人与人之间的情谊不在
于交往时间的长短，而在于心灵的距离。我
与赖先生前后交往仅两个月，却已经让我们
彼此心灵相通、志气相投，这不能不说更是
一种缘分。此后，我对赖先生有了更多的了
解。今年 56 岁的赖先生是山东文博系统的
一员老兵，他 1978 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
业后，就到山东省博物馆工作，先后参加过
诸城呈子遗址、莒县陵阳河、小朱村等重要
史前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大家所熟
知的“日月山”陶片就是他亲手挖出来的；
1983 年赖先生调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石刻艺
术博物馆后，成为山东专门从事石刻考古的
首位研究者，先后出版多部专著，被山东大
学、山东艺术学院、兰州大学以及德国海德
堡大学等聘请为客座教授，是学界公认的石
刻权威。赖先生还是闻名遐迩的书法篆刻
家，是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他的书法
雄强厚重，山林气、苍茫感、金石味都不让
清人，别有一番趣味与内蕴。

由此，我不知该称呼赖非先生是学者
还是艺术家，倒是他的一位朋友提示我该
叫他金石学家。诚然，这个称谓最该加到
赖先生的头上，因为他三句不离石刻，常
让我想到他就是专为山东石刻文化而生
的。赖先生很谦虚，怕担待不起这个头
衔，他说：“山东金石学的先贤太伟大
了， 900 多年前，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就
完成了在中国金石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
义的著作《金石录》； 100 年前山东省图
书馆创办的山东金石保存所就开官办金石
文化保护研究的先河；历史上齐鲁之邦金
石学巨匠名贤代不乏人，他们见前朝故物
而思保护之责，倾注沸情热心保护寒金冷
石，在他们面前，我只剩下汗颜了……”

赖先生说这些话的时候很真诚，这大概

就是金石学家的本色。在准备全运会礼品的
过程中，我数次去赖先生的办公室，那是他
蜗居 20 多年不曾挪动的逼仄空间，塞满各
个角落的书籍好象没有给阳光留下一点空
间，与我平素接触过的书画家的书斋画室相
比，其寒素让我惊讶。这一所在尽管是不折
不扣的“陋室”，但其担当的文化重担却是
重之又重的-山东石刻界举办的几次大
型国际学术研讨会运筹于此，山东书法篆刻
界新人大多在此聆听过教诲……记得《汉代
山东体育画像》礼品完成的时候，也是在这
间办公室，当赖先生将礼品交给我，我问他
需要怎样回报，赖先生说：“什么都不需要，
为的就是宣传山东石刻。”话语不多却让我
满心感动，我由此想到，赖非先生的性格大
概就是金石学家的性格，大气内敛而热情洋
溢，朴实沉稳而含珠蕴玉，似乎萧斋素壁、
清贫寒素更能显其洒落气度与文化亮泽。

与赖非先生交往，我感觉不到他一丝功
成名就的自得与轻松，恰恰相反，他告诉我
的常是心中的不安与无奈。他谈到，山东的
石刻资源博大精深，在世界上占有至关重要
的位置，壮观的摩崖刻经举世独有，泰山经
石峪闻名天下，但人们对它的关注大多出于
一种观光心态，至于它所蕴含的历史、文
化、艺术等多层面的价值，即便在文化圈子
里也很少有人深究，而把石刻作为专门研究
方向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他还谈到，与
石刻研究在国内遇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
界许多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对这些东
方文化瑰宝加以研究，山东每年都有众多来
自德、日、韩等国的专家和研究团体前来实
地考察。他说：“我曾一次次陪外国学者在
东平湖沿岸、泰峄山区考察，却很少见到咱
们中国研究者的身影，内心十分孤单！”

由于对山东石刻有了兴趣，最近一段时

间我时常翻看赖非先生的专著，从《山东新
出土古玺印》、《齐鲁摩崖石刻》、《齐鲁
碑刻墓志研究》到《书法环境类型学》、
《山东北朝佛教摩崖刻经调查与研究》，在
这些著作中我体味到了一名金石学家 30 年
的执着不懈，那分明是在守望一方家园，他
要告诉人们石刻的瑰丽多姿和迷人魅力，但
也传出了一声声的“紧急呼救”。赖先生对
我说：“在东平湖沿岸的司里山、天池山、
二鼓山、云翠山、大寨山，泰山之阳的经石
峪、徂徕山，邹城的峄山、铁山等石刻遗
迹无一例外地集中出现了石刻受损的现
象。除人为因素外，更普遍的是自然的损
坏：由于大部分石刻都是刻在露天的摩崖
或石碑上，风吹日晒，特别是冬天下雪结
冰对其损伤更加严重。”他说“有许多珍
贵的摩崖石刻，隔上一两年再去看，就面
目已非了！”

山东石刻这些穿越数千年时空的文化瑰
宝，如此落寞沉寂了许久许久，正是一种文
化的因缘，让赖非先生三十年间寻碑访石，
拂拭摩挲于断石残碑之间，他分明是在联缀
一条文化的脉络，拼接一段艺术的图景，也
分明是在与古人对话谈心。我曾仔细地打量
着赖先生，想读懂是什么样的魔力让他沉迷
在石刻世界中，是兴趣使然？是工作原因？
还是研究学问探求艺术的需要？我想，恐怕
更多的应该是责任使然-是文化担当的
责任感、使命感让他与冰冷的石头朝夕相处
而能乐在其间。

“各勉日新志，共证岁寒心。”写到这
里，我忽然记起了蔡元培先生这两句话，那
是蔡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送别毕业生时题
赠的话语。作为北大学子，虽然离开未名湖
畔已经 30 多个春秋了，但老校长的话语不
是最能表达赖非先生此时的心境吗？

由中华书画家杂志社主
办，山东国际艺术中心、中华
书画家辽宁办事处承办的“一
统天然”旅美油画家张建国与
中国金石篆刻家、书法家毕来
德作品联合巡回展，日前在山
东美术馆举办。

张建国于 1 9 7 3 年出国留
学，多次在世界各地举办个人
画展，作品被国内外多家博物
馆和画廊收藏。毕来德祖籍山
东莱阳，是中国书法家协会成
立时的首批会员。展览的举办
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现
选登部分展览作品以飨读者。

各勉日新志 共证岁寒心
— 记 金 石 学 家 赖 非 先 生

□ 子石

张建国毕来德艺术巡展作品选

■ 书画长廊

右上图：梁黄胄之信玺

毕来德

右下图：杨仁恺鉴定真迹之印

毕来德

啥也别说了（油画） 张建国

唯忆·城（油画） 鹿毅 书法 宋子健 清溪 唐娟

■ 业内信息

满城尽带黄金甲 曹峰

在日前结束的山东省美术家协会第
六次代表大会上，张志民先生高票当选
为新一届省美协主席。新年伊始，他愉
快地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以下简称记)：祝贺您当选为新
一届省美协主席！能否向广大读者介绍
一下本次省美代会的概况？

张志民(以下简称张)：首先，感谢新
闻界对省美协本次换届大会的关注和报

道。同时借此机会，向关心支持山东美
术事业的各级领导及社会各界人士，向
全省的广大美术工作者们，送上新年的
祝福！

这次大会，是对五年来生机盎然、
蓬勃发展、成就卓著的山东美术事业的
一次全面检阅，也是展望和描绘美好前
景，团结动员广大美术工作者，努力做
实做强山东美术事业，投身和谐文化建
设，迎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一
次盛会。

回首过去五年，成就辉煌。省美协
第五届主席团团结带领全省广大美术工
作者共同奋斗，使我省美术事业取得了
前所未有的骄人业绩，德艺双馨的美术
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各种风格流派的
美术精品佳作不断涌现，创造了山东省
美协成立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把山东
打造成为全国关注的美术大省，为做实
做强山东美术事业，为山东美术强省的
跨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我省经济
文化强省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此，我还要特别讲一下，上届主
席团部分成员由于年龄的原因，不再继
续担任省美协领导职务了，但历史不会
忘记、人民不会忘记他们对发展山东美
术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老一代画家阅
历丰富，见多识广，德高望重，他们对
于生活真诚的投入，他们在美术领域的
卓越建树和精深造诣，永远是我们学习
和借鉴的楷模。他们仍将是活跃在齐鲁
大地的美术健将，仍将在全省和全国美
术界绽放出夺目的光彩。他们是我省美
术界宝贵的财富，是我们做好工作的重
要力量和宝贵资源。我们应该向老一代
画家致以崇高的敬意！没有他们的昨天
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记：如何展望未来五年山东美术事

业的发展前景？
张：展望未来，时代对我们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省文联党组提出的“做
实做强”的发展理念，非常符合山东
美术界当前形势的要求。“做实”是
基础，“做强”是目标。做实就是要
求我们把组织结构变得更加紧密，凝
聚力更大、执行力更强。尤其是我们
的主席团和理事会，要把美协当成自
己的单位，把山东美术事业当成自己
的事业，我们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
共同出谋划策，共同担当重任，争相
作出贡献。在这样“做实”的基础
上，才会产生“做强”的动力和实
力。“做强”则是我们未来五年面临
的重大课题，要通过不懈的努力，把
协会自身实力做强，把山东美术界在
全国的学术形象做强，把美协在社会
的影响做强，把美协各方面的综合实
力做强。

做实做强山东美术事业，要紧紧围
绕我省工作大局出发。未来五年是我省
经济文化强省建设的关键时期，也为山
东美术事业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
台。我们要切实增强使命意识，不断提
高美术服务大局工作的能力和作用，以
美术的大发展大繁荣，增强我省经济社
会发展的软实力，助推经济文化强省建
设。面对当今世界多极化格局和思想文
化相互激荡的大潮，我们要始终坚持
“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始终坚
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以
优秀的美术作品鼓舞人心，反映时代，
讴歌生活，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精神文
化需求。

记：作为省美协主席，您认为美协
的主要职能是什么？如何更好地发挥美
协的职能作用？

张：美协的主要职能就是服务。服
务就是要最大程度地团结画家，让所有
的画家都有创作展示的空间，对老一代
画家给予充分的尊重，对年轻画家给予
最大程度的提携和帮助，从而达到多出
人才、多出佳作的目标。

为发挥好美协的服务功能，首先作
为美协的领导，包括主席团成员，要淡
化官本位和一些名头包括自私的意识，
强化奉献精神和担当意识，尤其是给年
轻人更多的发展机会。自己的创作不能
丢，为大家服务的意识和行动更不能
少。要放开心胸，不以自己的喜好代替
大众的喜好。要兼顾所有的画种，尤其
是更多地关注年画、版画、漫画等小画
种的保护和发展。要“讲流派，不讲帮
派；讲学术，不讲权术”，为广大美术
工作者营造一个专心画画、安心创作的
好环境，好氛围。

如何引导画家增强创新意识，开拓
国际视野，也是美协做好服务职能的一
个重要体现。“道无古今唯其时”。我
认为山东的美术创作要多一些创新、时
尚的元素。为什么我们参加全国美展入
选率高，获奖的却不多？正如各类博览
会要展示新产品一样，各类全国大赛大
展也要出新人、出新作，尤其是有新意
的新作。在这方面，我们山东的画家还
要加把劲儿。作为美协要采取更多的措
施鼓励创新，发挥好导向作用。对一些
水墨实验、现代意识的探索，不要扼
制，而要允许存在，正确引导。在这个
日新月异的全球化时代，我们要放开心
胸，吸收人类所有的文明成果为我所
用，从而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叫得
响、留得住，又具有山东地域特点的精
品力作。

另外，美协还要强化教学、研究、

普及、协调、联络诸方面的工作，这也
是履行好服务职能的重要体现。

记：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尤其
是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化的时代背
景下，您认为美协面临着怎样的机遇与
挑战？

张：党的十七大作出了掀起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重要部署，全国上
下文化建设风起云涌，山东建设经济文
化强省的号角已经吹响，山东的美术作
为生力军，也面临着难得的历史发展机
遇。同时，面临新形势、新挑战，美协
也要更好地找准自己的定位，有所为，
有所不为，从而争取更大的作为！

发展文化产业是实现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的重要战略之一，也是使中华文
化走向复兴、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美
协在搞好美术创作、出人才、出作品的
同时，有责任也有义务服务于文化产业
的发展。发展美术产业不能只让少数画
家甚至假画家富起来。人们往往不怕财
富、利益机会的匮乏，就怕在发展机会
等方面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这个问题
上，美协应该也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
当然，在市场经济、社会多元化的背景
下，美协也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问
题。比如现在一些机构和部门组织的创
作，往往直接联系画家，不再通过美
协。这说明社会文化事业发展了，是好
事。但美协也要为画家们谋划、搭建更
多更好的展示平台，打好主动仗。通过
美协组织的一些国家项目，必须形成团
队，不能单打独斗，尤其是给年轻人更
多的机会。我在一次会议上讲，我们这
些人该有的都有了，是不是该把身子向
两边侧一下，让舞台的灯光更多地照照
身后的年轻人？

为适应文化产业的发展，美协除了

要不断培养创作型美术人才外，还要注
意发现、培养和引进管理服务型美术人
才，通过他们广泛联系社会各界有识之
士，共同为美术事业发展贡献力量。要
与企业界、产业界建立起深厚的合作关
系，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共同参与美
术事业，逐步形成政府支持、企业合
作、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美术事业和美术
产业的局面，力求取得社会效益与经济
效益的统一。

记：作为一名画家，同时又在高校
担负着繁重的行政领导工作，您如何处
理个人创作与美协主席工作的关系？

张：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当
前，我们正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
观，大家都知道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
的根本方法。因此，我的态度是无论作
为高校领导，还是美协主席都要坚持运
用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从实际出发，
把握全局，抓住重点，突出要点，灵活
机动，科学安排，合理地处理好各方面
的关系。

同时，美协有驻会常务副主席和
秘书长，有主席团成员，我相信他们
一定能做好美协的日常工作。我们要
团结和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调动
各方面的积极性，为山东美术事业发
展作出贡献。

从个人角度来讲，我认为美协主席
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以自己的
“人品”和“艺品”去带动、影响更多
的人。对此，我深感责任重大。对我来
说，当上美协主席最大的变化就是意味
着更多的奉献，要更好地服务。因此只
要我还能画出画来，我就边画边服务；
如果画不出来了，就专心为大家服务。

我相信，只要我们干得好，作出了
贡献，时代会感谢我们的！

齐心协力 做实做强山东美术事业
— 访 山 东 省 美 术 家 协 会 主 席 张 志 民

□ 本报记者 刘志军 樊磊

山东省老年书画工作会议暨老年书画理论研讨会日前在济南
举行。山东老年书画研究会名誉会长、常务副会长、副会长，全省各
市、各大企业团体会员单位，省直各分会、小组的负责同志和代表近
200 人参加了会议。山东老年书画研究会执行会长王光先对 2009
年的工作作了回顾总结，对 2010 年的工作作了部署。会长郭长才在
讲话中强调要把建设学习型社团组织当做长期的重要任务来抓。

会议期间，举办了建会二十多年来的第一次老年书画理论研
讨会。中共山东省纪委原书记谭福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
长宇培杲同志在理论研讨会上作了引领发言。最后王光先同志作
了小结。这次研讨会对于提高老年书画队伍整体思想艺术水平，
繁荣和发展老年书画工作，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孙春亭）

省老年书画工作会议暨老年书画理论研讨会在济举行

钟馗 徐翎超

日前，山东省女书画家协会在济南举行换届大会，山东艺术
学院教授王小晖当选为主席，冷珍为常务副主席，徐玉华为副主
席兼秘书长。刘爰、张萍、任海宁、李丽平、张锦平等当选为副
主席，省女书画家协会原主席、山东艺术学院教授单应桂担任终
身名誉主席。 （刘爰）

省 女 书 画 家 协 会 举 行 换 届 大 会

张志民简介
号张大石头， 1956 年生于山东阳

信。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山东省美
术家协会主席、山东艺术学院院长、全
国优秀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