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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临清讯 一个小小的村庄，有着60名农民
画师，其中有7位画师是省美协会员，还有100多名
学美术的大学生。这个远近闻名的“农民国画村”
就是临清市松林镇松林村。松林镇文化站站长张荣
海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个村是个文化村，不少人
爱唱喜画。”

据张荣海介绍，松林村周鸿舜的20米实地写生
水墨画《太行山》长卷气势磅礴，被人以4万元买
走；康均庆7米长的国画《枯木逢春》被美国油画
家汤姆以6万元买走；以狂放恣肆、洒脱率意在书
画界著称的肖安，书画作品集也即将出版。

据悉，松林村2011年国画销售收入达到1600万
元，2012年达到2000万元，极大地激发了松林人学
习国画的热情，上至70岁的老人，下到八九岁的孩
童，几乎人人翰墨，户户丹青。目前，该村已有
300多名农民脱颖而出，熟练掌握了国画的创作技
能。

周鸿舜表示，松林国画艺术可上溯至清朝末
年，起源于老百姓的年画和中堂画，“从清朝末年
开始，我们这里家家户户画中堂画、年画，十里八
村的都到松林来买。”但在那时，松林人的绘画技
法粗糙，一幅画值不了几个钱。改革开放后，松林
人开始走出临清，拜名师，访高士，进高校，在理
论与实践中不断提高创作技法并形成了独特的风
格。

“我1992年在炎黄艺术馆拜访黄胄，多次得到
他细心的指点。”为了提高自己的技法，周鸿舜还
相继拜访了张志民、胡应康、吕云所等名师，1998
年又自费到山东艺术学院学习。而康钧庆则拜齐白
石弟子王绍尊的徒弟王莹为师，国画技法日臻成
熟。这些人的作品各具风骨，新作甫出立刻会被消
息灵通的画商盯上。

张荣海表示，在广泛的交流学习中，松林村的
画师不仅提高了技能，也与各地画院、画廊甚至国
际书画市场建立了联系。现在，松林人已在全国20
多个大中城市开设了画廊，画作销往全国各地，有
的还漂洋过海被日本、美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的书画爱好者购去。

此外，松林的画师们对松林国画人才培养甚为
关心。从2010年开始，肖安暑假回乡免费举办国画
培训班，3年培训学生200多人。松林镇还依托松林
林场、松林水库的自然景观，建起了写生基地、松
林书画院，为临清农民书画家和创作者们提供了切
磋交流的平台。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本报实习生 张铭芳

在人们观赏艺术渠道多元化的今天，我
们到美术馆观看展览跟到画廊有什么区别？
这成为全国美术馆长们需要回答的一个基础
性问题。

“美术馆最重要的是体现审美文化的导
向。”12月13日，中国美术馆馆长、全国美
术馆专业委员会主任范迪安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我们很长时间里都把美术馆当作展览
馆，但这个观念如今正在发生变化，各级政
府应该加大美术馆收藏的支持力度。

从美术“空间”

到公众“文化家园”
今年以来，除了山东美术馆、济南美术

馆落成开放外，北京、广西、重庆、新疆等
地美术馆纷纷投入使用。“我们欣喜地感受
到，今年全国美术馆界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
头。”范迪安表示，美术馆界在社会文化生
活中，越来越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

范迪安表示，现在美术馆在美术界越来越
有地位。“在很长时间里，我们都把美术馆当作
展览馆，当作艺术家群体或个体操作的空间，
但是这个观念正在发生变化。美术馆逐步加大
自己的策划力度，打造自己的特色展览品牌，
使美术馆更容易被公众接受。”

随着硬件设施的完善，美术馆的功能和
定位也在发生变化。“美术馆通过举办展览

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功能，美术展览的
文化性、美术性、大众性，在艺术创新与审
美普及之间架起了宽阔的桥梁，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对于美术文化的需求。”

“与高等院校美术教育、与画院系统创
作研究不同，也与美协系统的协调沟通服务
不同，美术馆有一个独立‘空间’。”范迪
安说，“我们现在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就是
要把美术作品、美术家聚集的这个空间，变
成社会公众共享的‘文化家园’。”

对于刚刚建成的山东美术馆，范迪安认
为，这既是十艺节的成果，也是全国美术馆
界兴起的大事，它不仅为山东人民带来了一
个欣赏美术的家园，而且为更多的展示交流
全国优秀美术创作提供了新平台。“在经济
生活越来越丰富的今天，人民群众的文化学
习已经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对审美文化的需
求，美术馆在营造审美文化的家园方面将起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观众不仅要看到画

还想看到绘画者
在十艺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上，山

东美术馆提前组织培训了300名志愿者，来为
现场观众义务讲解。同时，省美协主席张志
民、著名雕塑家李振才等书画家也都加入了
志愿者的行列，为观众提供讲座和专业讲解
服务，成为美术馆一道亮丽的风景。

“我觉得这个办法非常好。我们的艺术
家不仅要在自己的工作室进行创作，还要走

进公共空间，行使艺术家的公共文化职责。”
范迪安表示，许多国际上著名的艺术家，他们
也都经常性地走进公众，文学家举办沙龙，美
术家当然就是在美术馆这个空间里。

范迪安认为，观众有一个朴素的心理，
不仅要看到画，还要看到绘画的人。“美术家跟
观众见面，向观众讲解自己的作品，一方面能
够提升艺术家的形象，一方面也能更好地让观
众理解艺术。因此，我特别提倡在美术馆志愿
者队伍中，有艺术家的身影。”

观众与艺术家一起看展览？对此，范迪安
认为，美术家的创作与公众的审美之间有很大
的鸿沟。“现在许多艺术热点都在明星大腕身
上，而我们的美术家与公众的互动却很少。”

范迪安认为，我们的美术馆应该调动多
种手法，运用科技手段，发挥文献、视频、
数字产品、二维码等作用，扩大展览项目的
观众参与和反馈。“既不同于大学美术教
育，也不同于一般文化馆的美育培训活动，
美术馆最重要的就是利用我们的展览，充分
调动起观众与美术作品的互动，从‘你讲我
听’更多地变成参与活动，这也是美术馆公
共教育的优势。”

“美术馆增加藏品

是当务之急”
在全国美术馆发展扶持计划成果展上，

中国美术馆馆藏的罗中立名作《父亲》、孙
滋溪的《我们和毛主席在一起》，刘海粟美
术馆馆藏的吴昌硕《菊花》、刘海粟《重彩

荷花图》，浙江美术馆馆藏的蔡国强《茶
山》等，成为观众争相观看的作品。

“藏品是美术馆的立馆之本。没有藏
品，美术馆只能沦为展览空间。”范迪安认
为，今天我们不缺展览空间，有画廊、艺术
区，还有商业大楼里的艺术品区，美术馆的
意义就在于保存经典，“今天的优秀美术作
品，对未来来说就是重要的文化遗产。”

范迪安表示，山东是一个民间收藏大省，
但是民间收藏保存的作品，最大的问题是只能
在一个小众范围或者私密范围里欣赏。“只有
美术馆的收藏才能变成公共资源，能够为大家
欣赏，尤其是一些重要作品经典作品的收藏，
更是美术馆要做的事情。”

“经典作品代表着一个时代文化的精
华，我们千辛万苦跑到巴黎，就是想看看卢
浮宫‘三宝’。”范迪安表示，美术馆的收
藏价格不以市场价格为依据，更多的依靠美
术家或者作品拥有者对美术馆公共文化价值
的认同，把作品支持给美术馆。“罗中立的
代表作《父亲》到中国美术馆，只支付了400
元材料费，今天这幅画的价值已经无法估计
了。”

范迪安认为，目前各级政府对于美术馆收
藏的投入偏少。“现在，我是非常急切地呼吁各
级政府加大美术馆收藏的支持力度，这也是为
社会为公众积累财富的最有效途径。”

“美术馆的收藏，都是文化的积累，文
化的增值。美术馆增加藏品是当务之急，这
也是美术馆改变展览馆身份的重要标志。”
范迪安说。

■文化名人一席谈

范迪安呼吁各级政府加大对美术馆收藏的支持力度———

没有藏品美术馆只能沦为展览空间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本报实习生 张 瑞

一对青铜方壶，素有山东大学博物馆
“镇馆之宝”之誉。这对青铜方壶（上图）
是济南长清仙人台遗址出土的精品，属于国
家一级文物，其纹饰形制精美，铸造工艺极
为高超，每年都会被借到外地展出。日前，
参与当时考古发掘的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任相宏接受采访时说，这件珍品出土面
世，其实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珍品意外重见天日

仙人台遗址位于长清区东南20公里的五
峰山之阳，是一处典型的河旁高台遗址。遗
址最早发现于1975年，其后，济南市文物部
门对遗址进行过调查和复查。

1995年春，结合学生实习，山东大学考
古系发掘了山东长清区（当时为长清县）仙
人台遗址。除了岳石、西周、东周和汉代等
不同历史时期的聚落遗存之外，还意外地发
现了一处周代邿国贵族墓地。

墓葬的丰富与珍贵程度，都让考古界惊
叹不已。这次考古发现在山东乃至中国考古
学史上都是罕见的，对中国考古学及中国古
史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被评为“1995年中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任相宏当时担任此次田野考古实习团队
的领队。他回忆说，那时候学校因经费有
限，买不起那些出土的青铜器，考古系上课
的时候，因为缺乏实物、缺乏真品，难以教
学生们辨识真伪，“所以，我们那次实习，
目标很明确，一方面是让学生们真实体验考
古过程，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发现一两件真
正的青铜器，用来教学。”“没想到发现那
么多，也没想到那么精美。”任相宏连用几
个“没想到”来描述这次考古活动，他指着

办公室两米多高的书橱说，“当时，我一开
始只是买了两件像这么大的铁橱子。我们最
初设想，能发现一件就可以，两件更好，没
想到有这样的意外收获。”

他说，这次发掘出土的文物非常丰富，
包括青铜器、玉石器、骨角器、陶器等各类
文物共计300余件（套），“青铜器类中，仅
礼器和乐器就达110件，器形硕大，铸造精
美，还有7件铸有铭文，这对青铜方壶就是其
中之一。”

艺术与技艺水准一流

两件青铜方壶大小、形制相同，身高63 . 5
厘米，底长29 . 5厘米，宽22 . 3厘米。

壶通体扁方，口微敞，长径稍内束，鼓
腹下垂，圈足；盖为子母口，顶为圈钮形，
缘外卷盖周边饰垂鳞纹，盖顶有两条盘绕的
浅浮雕龙纹，其上复加刻阴线纹；颈饰环带
纹，颈两侧有凤鸟衔环状耳，环呈索状；颈
腹之间有一条宽带纹，腹部为蟠龙纹，四面
各有一龙头，其中前腹与后腹的龙头为高浮
雕，两侧为浅浮雕，龙身盘绕卷曲，线条流
畅，并加刻阴线表示细部；圈足上部饰垂鳞
纹，下部为素面；盖顶内侧与颈部内侧前后
两面各有一个相同的铭文。

任相宏说：“壶多是盛水或盛酒器，一
般体量较小，但这两件青铜方壶，器形大，
装饰繁美，且有一定的重量，我们推断，它

们可能也不是常用器具，而是像列鼎一样只
有在特定场合使用、且有一定象征意义的器
物。仔细观察，你还会发现，这对青铜方壶
的制作工艺是极其复杂的，仅耳部就需经过
分铸、合铸两道工序，而整个器物铸造完
好，也充分体现了当时的铸铜技艺水平之
高。”

至于这对青铜方壶的年代，被断定为西
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青铜器断代，主要依
据铭文、形制、纹饰等判定。”任相宏说，
“根据这些元素来观察，青铜器具有鲜明的
时代特征。夏代是青铜器的初步发展时期，
器型较少，没有文字，造型简单，冶炼技术
原始。商代早期种类增多，纹饰丰富，但未
出现铭文和地纹，还处于发展时期；后期制
作达到成熟。西周青铜器从神秘位置向社会
生活迈进了一大步。春秋时期数量较多，技
术有较大进步，但出现草率现象，开始走下
坡路。至战国时期，青铜器进入消亡期。”

另外，据目前所知，春秋时期这类方壶
一般都是诸侯王所拥有，如著名的秦公壶和
陈侯壶等。再加之，这处遗址墓地中出土7件
带有铭文的青铜器，通过与文献资料相印
证，发现此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东方古
国——— 邿国王室墓地，其中6号墓则为邿国国
君之墓。这一重大考古发现解决了历史上延
续了两千多年的邿国地望之谜，也为商周考
古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趣藏趣赏

“龙蟠凤舞”青铜方壶
纹饰形制精美，铸造工艺高超

12月10日，青岛市第八届新市民文化艺术节开幕，新老市民汇聚一堂，表演了大合唱《青岛世园欢迎你》、舞蹈《让梦想飞》》、管乐《梨花
颂》、小品《将心比心》等节目。 □薄克国 宫瑞雪 报道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2月21日至23日，省图书

馆将举办“自在精舍·珍藏拓片题跋展”。本次
展览的拓片是由收藏家胡洪福先生多年搜集
并征题全国书法名家考证题跋的，包括商周
金文、秦汉瓦当、六朝造像的精工良拓。此外，
香港、台湾的书法名家亦有精彩题跋呈现。

拓片是一项古老的传统技艺，使用宣纸
和墨汁，将碑文、器皿上的文字或图案清晰地
拷贝出来。拓片分南派和北派，南派着重于帖
学（墨迹书法），北派则注重碑学（石刻书法）。

跋在中国画艺术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是艺术作品的组成部分。一般说来，在书画、
碑帖等前后题记的文字，均可称为题跋。写在
书画或碑帖前面的文字称为“题”，写在后面
的文字称为“跋”。这一艺术形式已然成为传
统文化中的重要艺术形式。

传拓是指用纸和墨从铸、刻器物上捶印
其文字或图案的技术，其成品被称为拓片。
传拓技艺的发明早于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
术，目前发现的最早实物拓本之一是由唐太
宗李世民所撰文并书写的《温泉铭》，现藏
于法国巴黎图书馆。

传拓技艺的出现对中华民族文化和艺术
的继承及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传拓不
仅具有复制功能，同时还具有艺术表现功
能。12月21日当天，省图还将在展览现场举
办“传拓技艺体验”活动，使读者了解并体
验这一古老而珍贵的技艺。

省图举办

珍藏拓片题跋展

临清一村庄

走出60名农民画师

□记者 王红军 通讯员 于霞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延续后十艺节时代的文化惠

民工作，山东美术馆2014年展览已经立项的达到了
16个。”日前，山东美术馆馆长徐青峰表示，
“2014年是美术馆关键的一年，如何利用好展馆为
观众提供优质的艺术服务，是我们着重思考的问
题。”

这些已经立项的展览包括：第十二届全国美展
获奖作品展、“吾土吾民——— 华北五省市油画
展”、中国当代油画艺术展暨中国油画百年回望、
中国写实画派十周年大展——— 山东省巡展、壁画双
年展、中国雕塑大展、中国城市雕塑展、中国青年
水彩展、青未了——— 山东省大学生联展、生命的强
者——— 听障人群美术展、新·中国美学——— 全国优
秀青年美术家提名展，还有刘大为个展、郭怡驳 郭
味渠联展、潘公凯个展、单应桂个展等。

据介绍，十艺节期间，来山东美术馆参观全国
美展的人数超过了20万，目前观众人数也已经超过
了30万。此外，美术馆还组织了“触摸雕塑的主题
活动”，让盲人走进美术馆，通过触摸雕塑艺术作
品，实现了与雕塑艺术家心灵的沟通。

徐青峰表示，从新馆奠基时起，美术馆便开始尝
试改“坐等观众”为“出去请观众”的新模式。“以往我
馆临展大多开幕式当天观众200人左右，第二天不到
50人，第三天人数则更少。现在，我们提前一年走出
美术馆，主动和济南市的800多个企事业单位签订了
免费参观协议，把一天分为四个时间段——— 上午10
点之前、10点之后、下午3点之前、3点之后，将800个
单位合理地分布在展期内，更好地实现美术馆在社
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作用。”

在十艺节全国美展期间，山东美术馆还组织了
农民工参观日、学生参观日、老年参观日、解放军参
观日、残疾人参观日、少数民族参观日、环卫工人参
观日等，展览期间还邀请尚辉、吴为山、孔新苗等专
家学者为观众举办专题讲座，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山东美术馆

为明年策划16个展览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由生活日报等单位主办，36家画廊

协办的“2013最受山东市场欢迎与关注的中国画名家
年度人物”评选活动，12月15日正式在济南启动。

这项评选活动将评选出最受关注奖、最佳口碑
奖、最具投资价值奖、最佳诚信奖、最具学术价值奖、
最具升值潜力奖等6个奖项，每个奖项评选12名。

评选以“市场价值和艺术价值”为主要评判取
向，评选范围不限山东籍画家，凡是在山东文化艺
术市场受欢迎的国内画家，都在推荐提名之列。

据介绍，评选活动组委会拟定出120人的候选
名单，其中包括刘大为、冯远、范曾、杨晓阳、潘
公凯、何家英、刘文西、郭怡驳 等省外名家，也包
括郭志光、孙墨龙、张志民、孔维克、梁文博、王
小晖、岳海波、张望等山东画家。

活动面向山东文化艺术市场展开投票评选，另
有300家画廊参与投票，在此基础上，活动组委会
确定入选名单，并于明年3月份向社会公布。

主办方表示，开展这一项活动，主要是为给广大
书画爱好者和收藏者提供一份有说服力的收藏指
南，评选活动结束后，将邀请入选画家进行收藏讲
座。

公众票选山东市场

“最受欢迎”画家


	1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