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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青未了——— 山东省高等学校美术院系

应届毕业生优秀作品展”终评会及“刘大为艺术奖”评选
活动分别于6月27日、6月30日在山东美术馆举办。展览将
于7月9日在山东美术馆开幕，开幕式上还将为获得“刘大
为艺术奖”的9件作品颁奖。

由省文化厅、省教育厅联合主办，山东美术馆、省
教育厅艺术教育委员会承办，全省各高等学校美术院
(系)协办的这次展览以“青未了”命名，旨在通过展示
全省高校美术毕业生创作的优秀美术作品，集中展示全
省高校美术院系教育成果，展现我省当代大学生热爱祖
国、热爱社会主义、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推动我省高等学校美术教育及毕业生美术创作的健康发
展。

山东艺术学院副院长刘大力、山东美术馆馆长徐青
峰、山东省油画学会副主席陈国力、著名美术理论家孔新
苗、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岳海涛等20名评委参加了
展览终评。本次评选坚持“塑造人民形象，描绘美丽中
国”的基本理念，遵循艺术规律，把握时代性、学术性、
创新性原则，评委们通过认真审视、评议，从602件参评
作品中选出了269件入围作品，其中包括国画作品104件，
油画作品110件，版画作品30件，雕塑作品8件，水彩12
件，综合材料3件，壁画2件。

6月30日，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专
程来到评审现场，从展览终评评委推荐作品中选定67件获
奖作品，包括9件金奖作品(国画3件，油画4件，版画2
件)，25件银奖作品(国画11件，油画9件，水彩1件，版画2
件，雕塑2件)，33件铜奖作品(国画9件，油画15件，水彩2
件，壁画1件，版画5，雕塑1件)，并将从这些作品中进一
步确定“刘大为艺术奖”作品。

据介绍，评选“刘大为艺术奖”是为了强化“青未
了——— 山东省高等学校美术院系应届毕业生优秀作品展”
的品牌影响力，推动我省美术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激发青
年学子的学习动力和美术创作激情。经刘大为主席亲自评
出的金奖作品即是“刘大为艺术奖”获奖作品。

刘大为表示：“通过这次评选可以看出，山东的青年
艺术家思想很活跃，在艺术风格、审美理念、技巧技法上
都很有成就，很多年轻人画的不错，很有才华而且非常努
力。当然，我觉得青年艺术家，尤其是在校学生，还是应
该多关注社会大众的生活，利用社会实践的机会深入工
厂、农村、社区，到基层去走一走看一看，才能获得更丰
富的创作思路。希望青年艺术家珍惜这个伟大的时代，珍
惜中国文化发展的最好时期，关注生活，努力创作，取得
更大的成就。”

附金奖(刘大为艺术奖)入选名单
1、国画 舞动的记忆 王道玉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2、国画 城市环卫者 周浩然 山东大学
3、国画 远方 高波虎 山东师范大学
4、油画 小红人 李巍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5、油画 午后的阳光 张峰 曲阜师范大学
6、油画 掩面系列组画 王琛璐 山东大学(威海)
7、油画 医院—生命—鲜花 周继红 山东艺术学
院
8、版画 the first movement—IV 任成捷 山东艺
术学院
9、版画 故乡的人 于正园 山东艺术学院

□ 李 英 李晓龙

“这幅井冈山会师浮雕是山艺雕塑系集
体创作的，他们见我特别热爱红色文化，就只
收了成本钱。”日前，郓城传递红色文化博物
馆正式揭牌，“七一”前后，一些游客专门来
这里参观。馆长李传递看到后，都会热情地走
上前去，详细介绍自己的珍贵藏品及其背后的
故事。

企业文化展厅变成了博物馆

今年42岁的李传递是郓城县人，中学时
代就喜欢上了红色收藏。“当时主要是以书籍
和连环画为主。”别人看完就扔的红色书籍成
了李传递最早的宝贝。

2000年，电视连续剧《长征》的播出，让李
传递的心又起了波澜，作为烹饪界的“山东省
首席技师”，他把红色文化与餐饮文化相结
合，开发了“长征风情宴”，每一道菜都与长征
贴得很紧，是文化性、可食性、观赏性的巧妙
结合。

“‘会师烧牛肉’是根据红军翻过雪山后
在毛主席、朱总司令与战士联欢时露天吃牦
牛肉的情形开发的。根据井冈山产竹，红军战
士食用红米饭、南瓜汤的情况，开发出了‘井
冈山竹桶红米饭’。”提起自己的得意之作，李
传递非常自豪。

2007年，李传递成立了以“红军阁”为名
的餐馆，餐馆装修以红色文化为主题，顾客
在就餐的同时，感受着浓浓的红色文化氛
围。随着生意的扩大，李传递的红色收藏也
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解放战争时期的生活用
品、通讯器材和兵器，支前的马鞍、纺车、
抗日官兵用过的冲锋号等都成为他的藏品。

“刚开始，就是想着开一家以红色文化
为主题的餐厅，搜集和革命有关的红色物件，
用来装饰饭店。没想到，随着收藏的红色物品
越来越多，展厅成了博物馆。”李传递说，“没
有餐馆的支持，搞收藏会更艰难，同样，收藏
也推动了餐馆的发展。”

为推广红色文化，每逢建党、建军以其
他重要的纪念日，李传递都举办大型纪念活
动。国庆节举办红色文化艺术展；毛泽东诞辰
纪念日举办“中国当代名家毛泽东诗词书画
展”，邀请国内36位实力派画家挥毫泼墨，制
作了60米毛泽东诗词书法长卷，这些书画作品
如今成为红色文化博物馆重要的馆藏之物。

不吃饭也要买藏品

李传递收藏毛主席像章，达到痴迷的程
度。

他每次到外地出差，第一件事是到当地
的文化市场“淘宝”。去济南，他几乎逛遍了济
南的收藏店，路上还特意不走高速，为的是路
过东平、梁山时，能再逛几个收藏店。

2011年，李传递去济南考察原材料市场，
在文化市场上遇到一个持有200多枚毛主席
像章的人，对方很固执，要么全买，否则不卖。

“收藏就是这样，遇到了是我的幸运，错过的
话，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了。当时我连吃饭
的钱都没留下，全部买了下来。”

毛主席像章是他不变的收藏。“博物馆内
的3000多枚像章没有重样的。仓库内还有七
千多枚，地方太小了，放不开。”

这些年，李传递把自己的大部分收入都

投入到了红色收藏中。起初，妻子没少跟他生
气。李传递说：“我一不吸烟，二不喝酒，就这
一个爱好，你就支持我吧。”逐渐地，妻子开始
理解他的想法，现在，她已经成为李传递的得
力助手，负责博物馆的日常工作。

为了筹建博物馆，李传递和妻子把餐饮
店最好的一楼整体面积1600多平方米作为博
物馆，把收集来的各种红色文物进行了整理
分类，分为“领袖风范厅”、“红色文献厅”、“历
史文物厅”和“红色历程厅”四个部分。

目前，这家红色文化博物馆作为菏泽市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常年免费向公众开放。

社会捐赠给了我动力

开办个人博物馆面临的首先是资金问
题。博物馆需要独立固定的场所，藏品的存放
和维护都需要很大的资金。

为了红色收藏，李传递已相继投入120余

万元，往后的路该如何走？他说，有社会各界
的支持，完全有信心走下去。

有很多故事令人感动。听说博物馆揭
牌，解放军二炮后勤部原政委张鹤年将军特
意打来了电话，准备把自己刚刚整理的红色
书籍和唱片赠给李传递。原来，去年，张鹤
年在郓城访友期间，看到李传递收藏的文
物，非常激动，回到北京后就捐赠了近百本
红色书籍。

从网上了解到李传递的红色收藏事迹
后，青岛的王树林先生寄来了抗日战争时期
的入党志愿表，郓城的陈殿杰到博物馆参观
后，准备免费为博物馆设计和装修。截至目
前，李传递共收藏各种文物3112件，其中抗日
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文物1000多
件。

李传递说：“建立这个博物馆的最主要目
的，是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红色文化，让他们明
白，现在的幸福生活究竟是谁创造出来的。”

历时近30年，收藏红色文物10000多件，成立菏泽市首家红色文化博物馆

李传递：“红色”收藏有深意存焉
“刘大为艺术奖”获奖作品

将在山东美术馆展出

□记者 王世翔 报道
纪念程砚秋先生诞辰110周年经典剧目展演6月28日至30日在济南历山剧院上演。图为6月30日晚京剧《铡美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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