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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届全国美展山东作
品展（中国画、油画）”于6月1 日
在山东美术馆开展。展览由山
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山东省
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山东省美术
家协会、山东美术馆承办，共展
出作品397 件。是对过去五年山
东美术（中国画、油画）创作成果
的最大规模检阅，与各省同期举
办的同类展览具备较为普遍的
学术共性，同时又具备属于山东
的独特艺术个性。

文质并茂
展现深厚家国情怀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形成
一方文脉、塑就一方气质。海蓝
岱青的齐鲁大地和成仁取义的
孔孟之道，养成了山东画家深厚
的家国情怀，形成了为时代画
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的
创作自觉。在不同历史时期，历
代山东画家以鲜明的形象和杰
出的实践对家事国事天下事进
行着丰富的视觉呈现，文质并茂
的精品力作层出不穷。
  此次展览作品的家国情怀
同样显著。以中国画为例，《梦
圆九霄》《中国芯》等直观刻画载
人航天、芯片技术的突飞猛进。
《大河上下满目新》《画境天开》

《黄河故园情》《乡村美术馆》《大
河上下》《绿水青山新家园》《绿
水青山尽笑颜》等借山水言志，
表现当代中国对自然环境的科
学利用及保护。《时代华章—中
国自贸试验区》《大国工匠》《匠
心筑梦·中国动车》《复兴有我
们》《科技新农人·青春力量》等
以具体的人作为主要表现对象
反映新时代各行各业的昂扬气
质，《启航》《“远卓海”敲响大船
时代》等则以典型的航船为主要
表现对象反映新时代的劈波斩
浪、一路高歌。《阿姐是我的好榜
样》《青春新起点》歌颂教育公平
对人和社会的改变。《中华大医》
以中华传统医学在现代化、国际
化语境中的传承、弘扬为着眼
点，继续高扬悬壶济世的普世精
神……
  另如油画纪念杂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院士的《喜看稻菽千重
浪》、以三联画形式呈现屠呦呦
院士在不同阶段贡献与成就的
《青青子衿》……这些作品着眼
新时代的新面貌与新成就，将小
我融入大我，在歌颂伟大时代、
重要成就、杰出人物的同时，继
续书写山东美术由来已久的深
厚家国情怀。

别出心裁
凸显亲切人民视角

  家国情怀的大叙事在绘画
主题选取和表现方式上容易形
成一定模式。这种模式既是类
型成熟的体现，也在某种程度上
容易导致脸谱化印象。破解这
一印象，不断赋予家国叙事以新
发展、新面貌，是山东美术创作
不懈努力的方向。在这一视角
下，可以发现此次展览作品既重
视对大事件、大场景、大场面的
把握，同样注重自微观角度巧妙
破题、自然介入。
  如中国画《基石》一语数关，
以泰山挑山工的集体协作为象
征，表达对不畏艰险、排除万难、
勇往直前的国民性的由衷赞扬，
充满着奋进的力量；《流金岁月》
具备的平和诗意，平实地表现环
卫工人的日常劳动，冷色调中洋
溢着温情和暖意，表达了平等和
尊重的价值观念；《爷爷的新朋
友》着眼农家小院的秋日日常，
表现祖孙三人朴实、温馨、其乐
融融氛围的同时，又点出了人工
智能技术已经走进千家万户、深
度改变生活的现象。《朝阳》《青
春·年华》《耕海晨歌》等写实油
画造型严谨、色彩热烈、层次丰

富，不夸张、不虚饰，显然具备只
有深入采风、亲身体验、扎实概
括才能生成的气质。
  应该说，正是因为艺术家们
真正把握住和运用好了“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的创作方法，方能
别出心裁地生动反映齐鲁大地
四时山河之秀美、淳朴百姓之勤
勉、民风乡俗之和谐、日常生活
之富足，进而赋予了作品别样的
亲切感、亲和力，能够更好地唤
起观者的普遍共情与共鸣，继而
带给人们直达心灵层面的鼓舞、
启迪。

兼容并包
融合多元风格样貌

  参观展览后自能发现，作品
风格的多样性和语言的多元化
特点突出而明显。或者说，此次
展览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山东美
术的百花齐放、百家和鸣生态，
显示了一种中国式现代化山东
实践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从心所
欲不逾矩的文艺现代性气韵。
  中国画《枕海暮归人》《筑
梦》等展示了高超的典型化创作
思路和写实技巧。《江山无限》
《芒种》等对仙鹤、蚱蜢的特写式
处理有很强的象征性。《年少时
的梦·远行》《春意如曲》《时间不

语》《走进新时代之最美生活》
《蒙山夜话》等工笔重彩人物画
各有精巧的形式和内涵张力。
《黄河安澜》《暖阳》《青山如黛碧
水盈》等则显示了对写意笔墨的
坚持。至如《同一个世界》《天心
月圆》的超现实印象，《中国宝
宝》《黄河史诗》自山东民间美术
中取材、重构的饱满热烈色彩观
感等更是琳琅满目、不一而足。
  坚持现实主义取向的写实
油画固然是展览的主流，亦无碍
于非写实风格作品的精彩亮相。
如《淄博温度》深具写意人物画
的韵味，《人世间》《戏装溢彩》
《时代印记7》《阳光正好之集市
系列NO.18》等则不同程度地运
用了表现或抽象的观念与方
法……这些作品一方面深耕门
类传统不断夯实生长底蕴，另一
方面积极跨界探索延展出了更
为丰富的审美视角，全面呈现了
当代山东画坛的进取精神和澎
湃活力。
  新时代、新使命、新征程，面
对辉煌的历史和热烈的生活，山
东美术界必将以更加奋发有为
的姿态，继续坚持深厚的家国情
怀、运用亲切的人民视角、鼓励
多元的风格样貌，心手如一地描
绘国家形象、展示山东气派，为
一域增光、为全局添彩！

家国情怀 山东气派
“第十四届全国美展山东作品展（中国画、油画）”印象概述

  在山东的广袤大地上，一条巨龙蜿蜒而过，它见证了
春秋战国的烽火岁月，承载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它就
是被誉为“世界壁垒之最”的齐长城。遥连泰岱，盘绕坤
轴，横锁青齐，直至海门，这条千年古长城，不仅是军事防
御的见证，更是中华文明发展的缩影。
  齐长城，始建于春秋时期，完成于战国时期，西起黄河
河畔，东至黄海海滨，连接了济南、泰安、淄博、临沂、日照、
潍坊、青岛等多个地区。它宛若巨龙横亘在齐鲁大地，不
仅是中国防御建筑的先驱，更被誉为“中国长城之父”和

“齐鲁大地之脊”。1987 年，齐长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华文明的瑰宝。
  两千五百余年的岁月长河中，齐长城见证了历史的变
迁与文化的繁荣。姜太公的“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与
齐桓公的“设轻重九府”“官山海”，为齐长城的修建奠定了
强大的经济基础，开启了中国商业文明的话语体系。古圣
先贤如孔子、孟子、荀子、墨子、孙武等，他们的思想在这里
碰撞、交融，铺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革命战争年代，
无数革命先烈在这里保家卫国，为古长城注入了红色
基因。
  这悠悠的历史长河与文化变迁，都被艺术家生动地描
摹下来，并保存在一家扎根于这片土地的书画院——— 齐长
城书画院，为家乡的艺术文化宣传贡献着自己的力量。齐
长城书画院作为济南市莱芜区唯一一家省级书画院，它不

仅是齐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国内外书
画艺术家提供了近距离创作齐长城题材书画作品的平台。
通过深入挖掘“齐长城”的历史文化价值，将其转化为艺术
创作的灵感源泉，举办各类书画、艺术品展览，开展艺术研
讨会、美术专业论坛及写生研学活动，书画院已成为集书
画创作研究、教学培训、收藏陈列、展览交流于一体的文化
艺术平台。
  在齐长城书画院中，陈列着众多书画艺术家的作品，
其中不乏以齐长城为主题的宏幅巨制。这些作品不仅展
现了齐长城的雄伟壮丽，更传递了艺术家们对齐长城文化
的热爱与敬仰。在这里，我们仿佛能够穿越时空，回到那
个金戈铁马、英雄辈出的时代，感受到那份激荡人心的历
史气息。
  《齐长城莱芜段》的作者是艺术家、长城学者张明弘先

生，此画以鸟瞰的角度，从齐长城天门关段城墙西的四界
首开始画起，将莱芜境内的齐长城天门关段、北门关段、锦
阳关段、黄石关段、风门道关段、青石关段一一收入画幅之
中，画面气势恢宏，展现了齐长城莱芜段的全貌。
  范杰老师的《相伴岁月几春秋》以诗意之名，描绘了齐
长城的雄伟与古老，让人感受到祖先们在没有机械辅助
下，仅凭双手筑起这一伟大工程的艰辛与智慧。李岩的水
墨画作品，笔墨简洁而构图精妙，通过《齐长城钉头崖遗
址》《齐长城风门关遗址》和《齐长城黄石关一带的春月景
象》等画作，不仅展现了齐长城不同地段的自然风貌，更蕴
含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特别是钉头崖的故事，让我
们深思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以及为民请命的担当精神。杜
小同的作品《齐长城》以其清新脱俗的笔触和简约的色彩
搭配，营造出了一种独特的意境，让人在欣赏画作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艺术家对内心世界的探索和表达。李恩成的
作品则以其清新明快、雅逸别致的风格，展现了齐长城四
季不同的风貌。从春日的生机盎然，到夏日的繁花似锦，
再到秋日的金黄与冬日的寂寥，每一幅画都仿佛是一首赞
美齐长城的散文诗。李明的《历史的回响》和史华峰老师
的《涌泉段齐长城》更是将齐长城的雄伟与沧桑表现得淋
漓尽致。李明的作品以其不规则的线条和温润的笔触，将
人们带回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硝烟之中，感受到历史的厚重
与深沉。而史华峰老师的作品则以墨色为主，匠心独具，
展现了涌泉段齐长城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气息。
  除了绘画作品，书法作品也同样展现了齐长城的厚重
历史。邹方臣老师的行书内容记录了清代康熙八年时任
莱芜知县的叶方恒，在过锦阳关时为赞其美景所作的《长
城岭》，“来往长城道，巉岏策马疲。枫青秋未老，山白雨来
时。果熟随风落，花明倚露垂。当年齐鲁界，无复一丸
泥。”《齐鲁傲骨》是中国金书传承人闫惠中老师的一幅金
骨行书，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写出了齐长城的傲人风骨，也
写出了齐鲁人民的坚强品格。
  在历史空间里，齐长城曾守护过无数人，如今，也需要
更多的人关心和守护。未来，齐长城书画院将继续发挥自
身优势，深入挖掘齐长城文化资源，推动文化产业与乡村
振兴深度融合发展，为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贡献自己的
力量。               （整理：龚雨萌）

齐长城书画院：

古道沧桑遇见历史荣光

  王耀东先生出生于1940 年，作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书协
会员、山东省作协理事，他先后出版了《在历史的眼睛里》《插翅
膀的乡事》等20 多部诗集。原本在文学创作上已经硕果累累
的王耀东先生在进入暮年之后退而不休，转而开始专研书画，
顺利实现了由一个诗人、作家到书画家的华丽转身。近年来，
他将诗歌、书法与绘画三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实现了自我的
新突破。
  深厚的自然韵味是王耀东先生书法作品的一大特点。其
书写中融入了率真、即兴的元素，自然流畅，毫无矫揉造作之
感。他的书法风格不失野趣，质朴中蕴含力量。其隶书研习两
汉书风，粗犷而又不失精细。在章草方面，王耀东能够在继承
前辈大家的基础上，吸收各家之长，凝练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
格。他的作品既凝重深沉，又刚柔相济。
  王耀东先生对于书法艺术，持以严谨和诚实的态度，深知
其内在的规律，强调真实的技艺和长期的修炼。他提倡实践者
应当持之以恒地练习，深入研究笔法和技巧，同时不忘创新，以
传承和发展书法艺术为己任。他不仅是这样理解的，更用实际
行动践行了这一理念。
  在王耀东先生多年的习画过程中，始终致力于提升自己的
文化素养和生命感悟，深化对宇宙和大自然的理解。扎根人
民，扎根生活，从而创作出了许多有筋骨、有温度、有灵气的美
术佳作。
  鲜明的艺术个性和浓郁的时代气息是王耀东山水画给我
的感触。我从他的山水画作中读出了从芥子园到黄宾虹的文
脉，看到了八大山人、齐白石和张大千的影子，他的山水画构图

错落有致，乱中见整，密中见疏；设色质朴自然；整体风貌浑厚
悠远，气韵生动，究分发挥了笔墨特色，又巧妙地借用了西方画
中对光的处理，使得画面动静相宜，营造了画面的声韵和动感，
有着亭亭净植的清幽之感，笔扣心弦，发人深省。王耀东作品
中的笔墨、意象、符号已不再是对真实山河的临摹或再现，而是
一种源于对自然的感受和体验，一种渐悟式的心象表达，更是
一种“似与不似”的境界营造。
  王耀东是一位喜欢观察和写生的画家，常年坚持与花鸟对
话，与花鸟为友，用心、用情、用力融入到花鸟的自然世界，仔细
探寻它们的自然之美，所以他的花鸟画让人们看了以后有一种
愉悦感。他的花鸟画作，不论是工笔还是写意，或粗犷，或细
腻，或恣肆，或温婉，既有古画的风韵，又有现代画家的气质。
可以说，他的花鸟画作传递给人们的不仅仅是视觉享受，同时
也给人们一种拥抱自然、热爱宇宙生命的伟力。
  正如三国时期的曹操在他的著名诗篇《龟虽寿》中所写：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王耀东先生虽然
年过八旬，但他仍然满怀青春的激情，不断探索艺术真谛。云
牵烟月远，风动水声幽。好多年来，他没有刻意避世，任凭世事
喧嚣、红尘滚滚，他只是安静地读书、创作着。
  王耀东深怀着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一丝不苟地践行着自己
的艺术理想。在他的诗、书、画作品中，巧妙地将对现实世界的
洞察、对历史的敬畏以及对人性的关怀融入其中。这些真挚的
情感和深刻的思考，使得他的作品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更能让观者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细腻与深沉。

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

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

隔 崔文涛

云
牵
烟
月
远

风
动
水
声
幽

王
耀
东
书
画
艺
术
简
析

隔
邵
焰

《激流勇进 彩霞飞扬》 68cm×68cm 王耀东

《齐长城莱芜段》 600cm×150cm 张明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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