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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本诚，字大愚、迂父，别
署醉山外史。1936 年生于山
东沾化一书香世家。祖籍四
川，现居济南。现为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中央文史研究馆
书画院研究员、山东省文史研
究馆馆员，国家一级美术师。

《小清河水通天外》 138cm×69cm 王本诚先生为庆祝大众日报创刊85周年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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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泽浩：满湖文章超然笔 
隔 本报记者 霍晓蕙

  漫步大明湖畔超然楼
前，吴泽浩先生口占一首：

“一日主人游曾堤，雨荷华塘
雀啾迷。满湖文章超然笔，
再约南丰北门题。”
  曾堤，是唐宋八大家之
一曾巩（世称南丰先生）任齐
州知州时，在大明湖东南岸
修建的一条堤路，当时称之
为百花堤。为纪念曾巩，在
大明湖扩建工程中，将南丰
桥与南丰祠之间的一段路命
名为曾堤，由吴泽浩先生题
写“曾堤萦水”，刻于堤旁
石上。
  一堤连接今昔。“古人端
未远，一笑会吾心。”在湖畔
发思古之幽情，并与今日之
感受相融，即是“会心”。让
我们感会于心的不止曾巩，
还有许许多多曾在济南生活
或驻足停留的一代代文人，
他们留下功业、写下诗文，使
文脉代代相续，如泉脉潺湲
不绝，生生不息。吴泽浩先
生一句“满湖文章超然笔”，
正是泉城文脉的诗意写照！
唐代杜甫“海右此亭古，济南
名士多”道出昔日济南文化
之盛，元代赵孟頫“云雾润蒸
华不住，波涛声震大明湖”和
清代诗人刘凤诰“四面荷花
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赞
美济南风物之美，都是大家
熟知的济南文化名片，“满湖
文章超然笔”，则是当代文化
名家为济南所作的大美画意
宣传语。
  心中有爱，方能写出感
人诗句。吴泽浩先生已在济
南生活了 55 个春秋，他自觉
担当传承济南文脉的使命，
在诗书画创作中抒发着对这
座城市的情意。在另一首诗
中，他写道：“一叶扁舟泛江

流，藕香迎来驻不还。历下
名士文脉远，秋月最是听鸣
泉。”无论春秋冬夏，在他眼
里济南都是迷人的，是北方
之城，却与江南、岭南等地有
很多共同之处，在粗犷之中
带着很多微妙的、细腻的东
西，包括风景、人的性格、民
俗。正是济南的丰富多彩，
吸引了历代诸多名人来此，
触景生情留下千古流唱的诗
句。遥想李北海广邀济南名
士宴请杜甫，文人雅集，一来
一往，引发出杜甫对济南的
赞美：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
多。用现在的话讲，济南在
唐代时就有了这么高级的广
告，说明它的文化影响之大。

“我们作为从事文化工作的
人，能够生活在这种环境下
应该是骄傲的。你可以跟这
样一条文脉相通，就像一滴
水汇入清泉。这一滴水在这
泉脉中流动，自身价值和光
芒也就闪现出来了。”
  听吴泽浩先生漫谈济南
文化历史、民俗风情，感觉他
像一个根植于此的“老济
南”。1968 年，吴泽浩先生从
广州美术学院毕业后到济南
工作。这半个多世纪，他曾
作为文化艺术界的领导参与
了济南的文化建设，也作为
一个艺术创作者描绘济南。
他说，济南的文脉与中华文
脉是一致的。历代都有大文
豪将诗句文墨留在济南，如
果把这些文化的脉络连起
来，它一定会在全国同等城
市中居于很高的位置。
  济南是泉城，也是诗城，
让人沉浸在诗的韵味和意境
中。一座城市文化气质的形
成，离不开文化艺术工作者
的创作，而文化与历史的进

展，更离不开众多真正热爱
这个城市的人民的奋斗与开
拓。吴泽浩先生说：“不管是
老济南人，还是新济南人，都
要热爱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
并为它作出奉献。我就是带
着这样一个心情走过来的。”
  元好问曾写“日日扁舟
藕花里”。吴泽浩先生曾创
作“诗意济南组画”并举办
《藕花里》画展。他说，划着
小船，穿梭于莲花、芦苇之
中，可与李清照“争渡争渡”
的意境相连接，还有很多文
人，一直到近代的老残，都取
景于此。由此可见，美好的
事物在有一定水平的艺术家
面前都是一致的。文化艺术
可以超越时空，美好诗境我
们在今天也能真切体会。
  一杯清茶，时钟嘀嗒。
漫谈中，吴泽浩先生娓娓道
来的不仅有艺术人生的轨
迹，更有诗画境界之清雅、历
史人文之浩瀚。“像李清照、
辛弃疾等这一批老济南人，
他们对我们影响很深。我们
这代在济南从事文化艺术的
人，需要有深广的生活、丰富
的想象、崇高的理想，以及现
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
艺术手段，创作与时代相衬
的作品，为泉城扬名。我希
望通过我的笔墨，通过真诚
自然的表达感染到大家。”
  从吴泽浩先生的诗画和
言谈中，可以感受到当代艺
术家的眼界与智慧、精神风
度和情感态度，以及坚定的
信念和大爱。
  大明湖畔，清风徐来，杨
柳依依，似乎翻阅着满湖的
书页。“满湖文章超然笔”，济
南文化历史的华篇，将由热
爱它的人们继续不停书写。

  吴泽浩，号铁塔轩主，1943
年生，广东汕头人。国家一级
美术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中央文史馆书画院
研究员，九三学社中央书画院
院务顾问，山东省人大书画院
副院长，山东省政协书画院副
院长，山东省文史馆馆员，中国
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
协会会员，济南市政协原副主
席，山东省美协原副主席，济南
市文联原主席。

《一叶扁舟泛江流》 69cm×138cm 吴泽浩

  20 世纪50 年代末，中国画界刚刚摆脱民
族绘画虚无主义的困扰，并逐步在山水画领
域倡导写生，以摆脱晚清以来文人画陈陈相
因的模古之风。那时，李可染、傅抱石、赵望
云、石鲁等人分别在北京、南京、西安等地领
风气之先，以深入大自然的实践和创作影响
了全国画界。早在20 世纪50 年代初，王本诚
便师从著名画家陈维信先生，结交了关友声、
黑伯龙诸先生，致力于当代中国水墨画的研
究与探索。他深入自然造化，深入时代风潮，
在继承传统的扎实功底之上以创新为己任，
将古典水墨山水的势与内在的充沛情感和时
代风貌巧妙结合起来，并自成一派，创造出融
现代性和人文性于一体而又不乏古典韵味的
优秀作品，笔墨生动，大气淋漓，终成气候。
  在这条中国画探索之路上，王本诚走得
委实不易，迄今为止，他已经默默耕耘了六十
多年。1960 年，他便在山东参加“胶东旅行写
生画展”，其作品《崂山狮子峰》入选第一届
《山东国画选》。在之后的岁月里，他再接再

厉，多幅作品被中国军事博物馆、人民大会堂
及各中外使馆收藏。他个人的艺术经历，或
多或少反映了中国画发生深刻变化的过程，
显示出笔墨传统的内在精神力量。
  每一件伟大的艺术品都应当是艺术家灵
魂的书写和人格的倾注，王先生笔下的自然
山水，有一种直入人心的气质，透露出葳蕤自
生的神韵和洒脱豪迈的气度，焕发出悠扬、优
雅的生机勃勃的气息，博得了书画界、收藏界
专家的一致赞誉。王先生的作品，将气象、笔
墨、境界三者完美结合，将水墨中的色与点线
面融为一体，运笔抑扬顿挫，快慢疾徐，于轻
松明快间挥洒霸气；用墨上注意浓淡相宜，干
湿相辅，于苍劲的画面中透出酣畅淋漓的水
墨豪情。他在实中求虚，注意虚实结合和虚
实相生；兼工带写中，兼重丘壑与笔墨。绘山
石时，他凭借综合的皴法结合水墨，以雄浑简
练的写实技巧写出奇峰陡立，于绕指柔之间，
却有力拔千钧之势，可谓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那种雄健的力感以及奔腾的美感，具有开阔、

深远、豁达、洒脱的艺术境界。
  《宿雨流云图》《岱宗飞雪》《荡胸生层云》
《崂山白云洞》《山高水长》《山居图》……在这
些画作中，在那扑面而来的沛然山水气息中，
我们分明领略到了中国文人历来所追求的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艺术
境界，王本诚秉承“与自然为伍，用我家之法”
的艺术感悟，很好地诠释了这一境界。他在
构图、题材、立意上力图求新求变，通过自成
一派的中国水墨画艺术表现风格，自如地在
师法自然中体察宇宙万物，洞察生命气象，写
出天地真气。他充分调动自我情思，在体察
万物中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在表现手法上
冲破常规，冲、写、泼、拓，将水墨特性和宣纸
的渗化效果发挥得淋漓尽致，造就出一派自
然天成、气象万千、大气磅礴、笔墨酣畅的山
水境界，令人心旷神怡。当代的中国山水画
坛需要的正是这种震慑人心的大创作，大意
境，大才情，将国画山水画的艺术推向更高
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