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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光伟 笑 口长开 9 5 Ｘ 1 Ｓ 5厘米 2 0 1 2

沈颖

＾
——沈光伟中国画展学术研讨会纪要

由 山东省委宣传部 、 山东省文化厅 、 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 山东省文物局 、

山东艺术学院共同主办 , 由 中 国国家画院 、 中 国美术家协会艺术委员会 、 中 国画学

会 、 山东 省美术家协会 、 山細院作 为学术支持 , 由 山东博物馆承办的
“

生生之

美
一

沈光伟中酬展
”

于 3 月 2 8 日 至 4 月 1 4 日 在 山 东博物馆展出 。 开幕式由 山 东美

Ｊ丨

：
：

」
．

：
： 丨ｔ 山东 艺 术学院院长张志民主持 研讨会滅志 民 、 尚辉共同主持

ｘ？尤光伟先生是山东省花鸟 画艺 术领域的代表性 Ｉ

田
丨家 , 现为山东艺术学院教授 ,

研究生导师 ,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 中 国 画学会理事 , 山东岡院艺委会副 主任 , 山

东省美术家协会顾问 、 花鸟 画艺委会名誉主任 。 他的艺 术创作弘扬 了齐鲁文化的精

神品格 , 体现了 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积极 向上的人生态度 ：
此次画展的

“

生生之美
”

,
‘

＇

的主题意在强调艺术源于生活 的感受和感动 , 以及 中 国文化 中独特的生命智慧 , 体

,
ｒ
现一种 正能量 , 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弘扬 , 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 ,

必将灿絲細扩大絲酬影响产雖要意义 。

＼尚辉
(
中国美术家协会 《美术 》 杂志执行主编 ＞

： 首先 , 这个展览 的主题词非

＃
＿

｜
餅 ,

“

生生之美
”

是对中 国传统両学传承与发展 的生动概括 ： 我们在沈光伟先
 ‘＂ ‘ 一

生的作品里面 , 看到 了于希宁先生的传统 , 于老Ｗ梅花的枝干实际上是用 画山石的

皴法 , 沈光伟的高山杜鹃同样用此法 ： 从更广阔的学术视野来看 , 2 0世纪初 以吴昌

硕为代表 的海派传统 ,
以书法人 ｉ

Ｂ
ｉ

,
将石鼓文 、 篆籀之法融人绘画 , 幵创 了写意花

沈光
2 、 ＝

5 0年出 生于 山 东
,
雜坊市 。 现为

鸟 画新境 。 另一方面 ,

“

生生之美
”

于我个人的感受 , 就是花鸟 画来 自 于观察生

ｆｓ 活 , 是对生活和生命的－种表现 ： 沈光伟先生的作品和 山东 的地缘文化乃至地理气
美术 豕协会会员 , 中 国 ｉａ学会理事 ,

山东售

美术 家协会顾 问 、 花鸟画艺委会名誉主席 ,

候都
1

紧密相连 。 北方植物不像南国那样多为阔1 叶木 , 这就决ＳＴ花鸟 ［国家？多表现

山东 画院艺委会副主任。枝干 , 而不是表现叶片 。 比如他両 的枝干
,
最美的实际上是他如何去用笔 。 2 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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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年代 中期 , 王晋元 、 郭怡棕等先生开 始表现南国花

木 , 南国花木 中 的花很好看 , 但是它缺少传统的文化

ｇｇ
ｆｃ

＇

－Ａ
Ｊ,寄寓 ．

： 那 么 , 花鸟＿要表现什么 ？ 表现 自 然的美 ,
还

？ 是表现人格 的美 ？ 这是 2 0世纪花 鸟阃文化观念演变￥

Ｔ ：
．： 程 中

一

个很好的追问 。 我们可 以在沈光伟的高山杜 肖§

ｉｉＪ
‘

ｆｉ ｆｆｉ , 看见生命的奇绝 很显然 , 他親的是生命的

1Ｉ美学 沈光伟先生
一

方面扩大了传统花鸟画的题材 ,

Ｉ／＼＼ ％ Ｉ

田
ｉ 了几乎没有人画过 的高 山杜鹃 , 同时他并不仅仅表

Ｏ现高山杜酬形貌 , 而是賴其生命的质量 、 生命力

ｊｊ

Ｊ 姓活的美学 ： 这实际上是 2 0世纪花鸟 阃
－直在探索

ｆ歸究的命题 今天我们在沈光伟先生的作品里面 ,

顺觀 2 0世舰絲 4 Ｗ舒题材親 、 关于寓意
ｌ

｝

1

Ｋ 的表达 、 关于笔墨 与视觉形式之间关系 的探索 花鸟

ｓＨＩｉｌｌ ｉ＿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最典型的呈现 , 而表现人 、

ｍｍＭ細人性 、 表现人的文化品格更为重要 。 我觉得沈光

ｍｍｉｔｋｌ

ｐ

 2
伟先生的花鸟画作 品 ’ 是在传承中有发 展 , 有创造 ,

8＆＾ 刚有很細文化品格 和格调 。

＿ 丨 看 1 4刘曦林 (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 原

Ｉ ＼

 9；

 ； (Ｉ
＾中 国美术馆理论研究部主任 )

： 于希宁先生百年之

ｎ ＼

＇

Ｓ－ ｉｌ
：

］丨
Ｓ于老 师的文脉我们能不能接续下来 ’ 能不能发扬

＼
ｊ

＜§ｊｆ
＾

ｌＴ去 , 面临着考验 。 沈光伟在于老师身边 , 如何 自立

嗇置ｆ ｌＳｉｔ
＾ｎ 户 是个 巨大 的难题 ： 光伟巳经解决 了这个问题 ． 或

￥ａＳ＾＾

＇

ｉ
＇魏￥細贼州翻紅 ° 麵歧脑± ,總

知 辦 Ｉ

＇

Ｅ－ｎｐ
－

ｆｉ
－

下花鸟 両艺术成长中 的共性 ’ 让光伟这个展览发挥

1

＇

ｆ
－

％Ｊｐ
＊
 1 1

＾ 更大鮮用 。 第
－

, ＿打进去 。 沈 ) ｔ餘于老师身

ｉ
“

Ｉ边 , 能不能得到 于老师的真传 , 这是第
一个考验 。 他

把于老师ｗ枝干的办法用到他的高 山杜鹃上 ’ 用得 Ｉ艮

＊ ＇

1
1成功 于老师将近

一

个世纪的磨炼 , 达 到了 相当 高的

ｍｉ
＇

ｆ

ｖｆｆ雌 , 作 为学生 ’ 錢伟下了很大的Ｔ．夫
’
我们感到

ｉ撤慰 。 第二 , 如何打出来 沈光伟在于老师这棵大

Ｉ

Ｊ
7

 丨 “ 树下独立 出 自 己 的风格基调 , 真的很不容易 , 这 次展
＇

？

ｙｊｏ
＾ｔ！＾■

］ｊ览展示 了他 自 己 的生生活力 。 于老师 的画稳重严谨 ,

ｆＭｉｙ 沈光伟更多 了－些生命的活力 和鲜活 的生活气息 － 他

1｜
ｉｌＨ －

＇

ｌ
有
－

本册 贞 《我家宝贝 》 ’ 每－幅都精彩 ’ 都是他 自

＾｜＾ｐ
－ｉｌｌ ？！Ｈ 己 在生活 中发现的美 ’ 是他 自 己 和 自 然之间物我两忘

／
‘

Ｗ
＂

ｌ

＇

1
＇

ｌ

二

＾
！ 的情感交流 , 这是非常珍贵的 第三 , 和大 自 然的关

‘

＼ 系 ＜光伟剛四川贡嘎山海螺沟原始森林中的高山 杜

Ｖｅ

ｆ
1 鹃 , 它们或生在深沟谷底 , 或生在悬崖 峭壁 ,

枝干生
＇
＇

ｍ长的方 向就是阳光的方向 , 他把这种生命的活力画出

＾

1

1 打 ：
人和 自 然 的关系是花鸟画家救治 自 己 的重要法

‘

ｆ ｆ

｜ｈｎ , )ｔ職到 了針法 ｎ , 祖带鮮生－块去找 ,

｜ ；Ｊ
Ｊ这点启示和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 第 四 , 在塑造 自 然

ｆＩＩ
ｕ 形象的过程中 , 如何塑造 自 己 的艺术形象 。 大家看光

＿ｖ？ｔｒ
ｉ伟的高 山杜 薛有两种大的结构 ： 横干式和纵条式 。 在

6

ｆ 1

Ｊ纵结构里 面 , 他把梅鞭加进去 , 已不尽然是高 山杜鹃

) ｆＫ 的 原状 ： 他用 自 己 的结构 、 自 己 的章法 、 自 己 的色

Ｉ Ｉ
‘

调 、 自 己的笔法去想象和再发挥 ：
另外

,
他把高山杜

沈光伟 百度寻它八万里 ＷＸＭ
ＩＩ＊ 2叫鹃视为舞神 、 众木之神 ． 这种敬畏之心 , 使他对高山

0 4 4美术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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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 鹃的感情已经不仅仅是人化 , 而是神化 , 这是值得

我们学习参考的
一

点 。 最后 , 花鸟 ｉ

ｍ
ｉ 最通俗易懂 , 但

也最容易 画俗 , 这要用我们 的人文精神观物生情 , 实ｆ

现和 自 然之间的精神往来 。 提高花鸟両格调的重要
一

点就是文思 , 沈光伟能诗能文 , 这是很不容易的 ： 他

＿ 《我家宝 ｒ 》 耐候－定是充贼情实感的 , 他把

平凡的东西両得很生动 我 由此想 到了 齐白 石 , 大师／

＇

Ｉ

不－定 両大东西 , 生活中最平凡的物件 , 都有可能成／ＳＨＫｋＭ
为花鸟＿的表现对象 , 花鸟画家要使 自 己 的画有现代Ｂｆ
感 , 新的时代 、 細题材 、 新的憾都会促聽的章

法 、 新的结构 、 新的両法 ： 沈光伟对这个问题的探讨

王仲
(
中国 美术家 协会理 论委员会副主任 、 原

《 美术 》細 )
：
航年 巾酬 界 － 1 ；在ｓｓ复复ｉｙ

探讨如何出 新的问题 , 这是－个常谈常新的话题 。 花Ｍｍｈ ｉｆＫＳ／^ 

‘

｜

鸟酬繼可 以从深人生活 , 打开新的绘画领域来考／｜

虑 。 沈光伟就很聪明 、 很睿智地找到
－个 自 己心仪的／ＨｉｒｊＢＳＩ

题材
一

冑邮 1 这钱翻賊伟魅卿麵ｄｍｌ ｉ

味 、 美学偏好 、 气质鮮 , 包括他的为人有关 ： 高山
‘

｜
杜鹃在严酷的生存餅下顽翻生长

,
沈雜从它身ＪＫＩ

上看到 了人格的光照 , 激发 了他创新的动 力 , 最终在ｆ
‘

这个题材上取得了成绩 。 另外 , 我觉得创新不能刻意Ｉ

地追求 , 沈娜侧新隨縣職态赌細－

个零
‘Ｉ

启示一顺其 自 然 、 自 然而然地 丨 ｉ ｉａｉ新意 , 这种新意
．

是发 自 内 心的
－

种細的 ｉｔ求械露 , 不錢聽 4Ｊ
Ｊ＼

选定
－个什么賊 ： 2 ： 术之道魏法＿ , 是从翻

Ｊ 

Ｊ
． ．

．

＇

,

外 的
－

种体悟 。 原来我对沈光伟的印象就是于希宁身 ？ ｉＨＩ

旁 的学生或助手 , 今天看完展览 , 感觉他现在 已经成 ｉ／

了他 自 己 。 这个过程很 自 然 , 给我们展现 出来 的美学
‘

ＫＩ

风貌 ,
是他人細融 , 非常難 ,

Ｓ种離不辦
！

是中 国 的
,
好像械洲 贵細气质在里面 。

我 在沈光

伟的 ｉ

？
ｉ前就有这种感受 , 細醒现出 非常高贵的品

质 现在的中酬坛确实存在很多问题 , 有浮躁的时 ＾ ：

)

」
．

风 , 有市场的 冲击 , 但是很 多 画家还是在认真地ｗ
＇

／《＞
＾
 7

究 。 今天我们看这个両展 , 沈光伟就显现出来 了
：
习 ＆？

＊
)
】

＇

冬
？ 王 “】

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讲话是－个振聋发？ Ｉ＾ｐ
Ｐ＾＃

ｊ
Ｓ
＾／ 4

＇

ｆＩ

的警醒 ’ 很多问题需要我们 自 己去认识 ,
Ｍ

ｉ家还是要 Ｉ ．Ｍ
｜／＾－

Ａ
＾

Ｕ^
不断提高修养 沈光伟 文学方面的修养 , 是潜移默化 ？

．
Ａ

4ｉｌ
＇Ｉｋ

1 ＇ 鼻
：ｖ

地使他的両出 新的要素 。 我在使用
“

创新
”

这个词的
＼
ｉ丨

＼
－ ｖ

＂

ｉｉ

时候非常谨慎 , 于 老曾提出
‘

‘

念古图新
”

’ 我觉得很 ＾ｒｎＷｍｊ ｗ Ｆ￥Ｗｈｔ
ｋｔ

好 , 还一

！＿ｉ ｔ

单应桂 ( 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 山东艺术
＾＾

1％言
学院教授 )

：
说起沈光伟就不能不讲于希宁先生 于？＾ＳＳｈ￡1 ＜

＾
■ｆ

老 师 是
－个修养很全面酬家 , 画好 , 诗好 , 书法ｊ

好 , 篆刻也好 ,
沈光伟非常用心地把于老这些东西学ＬＴ

到了 。 他
－直严守着严谨的治学精神 , 这是学者型画＼

家的 自 我要求 ： 他的攻坚是高 山杜 鹃 , 也走 出 了新沈光伟 雨过潮平 ｍｍ厘米 2 0 1
4

本期名家
？

美术家  2 0 1 5 
？

 0 8
 美术观察 0 4 5



沈光伟 忆写草海滩 5 3 ＸＵ4 厘米 2 0 Ｍ

路 ： 另外 ,
我很喜欢他的那些小画 , 里面有很新的东西 , 也 种清雅高华 的东西是不能学来的 ,

这是要修炼的 ： 如果他顺

有文人画传统的东西 , 那种淋漓 的 、
充满情趣的 、 微妙的色 着这个路走下去 , 笔墨再涵养 、 再积淀 , 还有发展空间 ：

彩很感动人 我觉得花鸟 画特别是小画 , 最能体现人的修养

和笔性 ： 李可染先生经常讲
“

精益之极 , 若不经意
”

, 光伟张 洪祥 ( 山东 油画 学会名 誉主席 、 山东 艺术学院教

的小画确实能够给人愉悦 , 滋润人的心 田 。
授 )

： 我和 光伟应该说是莫逆之交 , 我们在艺术上形成了很

多共识 。 首先 , 艺术必须是大众的 , 必须是唯美的
,
艺术品必

郭志光 ( 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名 誉主席 、 山东工艺美术学 须带给人们美感 , 给人带来美的享受 , 缺一不可 ： 第二
,
绘画

院教授 ) ： 光伟这个人非常有文人气 , 他的画轻松舒展 , 很 必须要有深度 ,
要有意境 , 你両的是花花草草 , 画 的是风景 ,

大气 , 特别在构思 、 意境 、 格调方面 已经有了 自 己 的面貌 ： 但是你给人看 的 ,
让人感受到 的是你的心境 。 沈光伟在艺术上

尤其他的 高山杜鹃 , 是
一

种标志 ,
通过真实的生活体验 , 把 是

一

个善于继承又善于创造 的画家 。

“

不同才是艺术
”

, 每个

传统 、 前贤 、 生活结合起来 。 花 鸟画有 自 己 的传统 ,
不能把 人的修养 、 每个人的个性发挥到极致 ,

両 出来 的东西才不同 。

花鸟 画 画成标本 , 也不 能把花 鸟画沦 为画 画册页 的信笔要 他继承 了很多于老的精神 品质与绘両上的优秀技法 ,
发展了

求 , 对它们的情感要体现在画 面上 , 就必须要有笔墨 , 这种 自 己的风格 ：
沈光伟开始学的油画 ,

而且画得很好 , 这不能不

笔墨必须要有格调 , 要有气质 。 花鸟画创新的难度很大 , 沈 说是他的一个很大优势 , 在造型 、 色彩上有他 自 己 的特点 。 他

光伟在这方面特别值得年轻人学习 。的画法非常娴熟随性 , 不是程式化的 , 都是从生活中 、 从速写

中发展 的笔法 , 特别真实 自 然 ： 他创造 了许多别人根本不敢

梁江
(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 员会副 主任 、 原中国美术 尝试的画法 ． 从 自 然感受那里直接变成 自 己 的首发 ,

画面有灵

馆副馆长 )
：
我补充两点 ： 第

一

点就是于老 的离世对于 山 东 性 , 非常现代又不失传统 , 给人耳 目
一新的感觉 。

画坛而言是
一个时代 的结束 , 人们担忧

“

后于希宁时代
”

的

山东 画坛会怎样 ？ 山 东花鸟 画有很好的传统 , 于希宁等老一梁文 博 ( 山 东省美术 家协 会副主席 、 山东艺术学院教

辈艺术家打下来的基础 , 现在得到 了很好的传承发展 沈光 授＞
：
沈光伟还有

一个特点 , 他吸收现代的东西比较多 , 特别

伟是 山东滋养出 来的 阃家 , 他 的画有很重的人文情感 。 山东 是在形式感上 我个人认为 , 中 国画近 百年的进步与西方的

的强项就是齐鲁文化的传统 , 把这个抓到 了 , 创作就有文化 解剖学 、 素描学 、 构成学 、 色彩学息息相关 ＝ 沈老师的画面构

内 涵 在里面 。 还有
一

点 , 就是怎么 来 归纳 沈光伟教授的 艺 成很讲究 , 他很注重点线面关系 , 在传统基础上吸收 了很多

术 。 早在几年前我见到沈教授作品 的时候 , 就用了
“

气格 高 西方的构成因素
,

一看很有当代感 。 他的高 山杜鹃尽管笔墨

华
”

四个字来形容 , 我觉得
“

气格
”

是最难的 坦率地讲 , 语言上还有于老的影子 , 但整个画面结构是 自 己的 , 符合 了当

沈光伟教授的笔墨技巧 可能还有提高的空间 , 甚至比他好的 代人审美的趣味 , 很新颖 , 而且脱俗 。 沈光伟的花鸟画还难在

画家应该也能找得 出 来 , 但是他的这种气格 , 这种气势 , 这
“

太 阳伞下的突破
”

, 尽管各方面都受到滋养 , 但是想画 出来

0 4 6 美术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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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难 ：

我没想到他后来 画高 山杜 鹃 , 慢慢形成
一

个系列 , 并 色是诗书画 印相融 , 注重意境和寓意的结合 , 这在沈光伟的

有所突破 ： 他 自 己年龄 已经不小 了 , 还多次和学生
一起到高 画 中也体现 出 来了 , 像 《金橘 》 、 《神游图 》 、 《笑 口长开 》 等

原去写生 ,
让人钦佩 , 能有今天的成就很不容易 ：

都具有象征性 ：

这是中 国花鸟画 的传统 , 如果缺 了文化的韵

味 ,
花鸟画的分量就轻了 －

陈池瑜 ( 清华大学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

2 0世纪 中 国花

鸟両 的出新很不容易 , 前面有吴 昌硕 、
齐 白 石 、 潘天寿 、 陈谭英林

(
山东艺术学院教授 )

：
光伟早年从油 画人手 ,

师 曾等大家 , 每
一

点变化都会感觉似 曾相识 , 但是沈光伟先 后来转到 国画 ：
上世纪 9 0年代后 ,

光伟
一直在于老身边 , 正值

生的作 品 还是让人觉得很有新 意 , 他和 以往花鸟画 家不一 于老衰年变法阶段 , 于老有很多想法可能还没阃 出来 , 但光伟

样 , 和于老也不同 。 沈光伟先生受齐鲁文化 、 儒家文化的 心里 明 白 , 在于老的路子上一走就能变 出新东西 , 光伟走这个

影响 , 在与 自 然的交流 中 , 看到了 中 国 文化的大智慧 。 他去 路是有前途的 ： 光伟为什么両杜鹃呢 ？ 杜 鹃是中 国土生土长 的

写生
,
到大 自 然 中去 ,

是去寻找
一

种生命价值和生命力量 。 花木 , 大概在清代的光绪年间 , 西方人到 中 国来抢杜 鹃花名贵

他両高山 杜 鹃有 3 0 年 , 他从里面看到 的是顽强的生命力 , 是 品种 , 直到现在 , 英 国有 中 国杜鹃的 品种起码达到 3 5 0种 其

自强不息的生命感叹
, 所以他的作品是有精神力量 的 , 这也 次 ,

杜鹃花的变化很丰富 ,
它生长的环境从海拔 1

0 0 0米到 5 0 0 0

是文人画最重要的特点 ： 沈光伟先生继承了 这个传统 , 在高 米之间 , 空 间造型上 的变化非常复杂 ：
花 鸟阃说到底就是＿

山杜 鹃的表现 中做 了新的发挥 像他的松塔 、
地瓜 , 还有绣 枝千 ,

光伟的枝干画得就很苍劲 , 大家都能感受 出来 ＝

球 、 石榴这些小画 , 是不可重复的 , 都是精品 。 虽然画小 ,

但是大手笔 画出 来的 , 从这些作品里面 , 我们能够发现
一

种李广元 ( 山东艺术学院教授 ) ： 沈光伟继承了于老
“

三魂

生活 的趣味 ,

一种生活美学的价值 ：
从他的笔墨来讲 , 他的 共一心

”

的艺术灵魂 。 高山杜鹃是沈光伟个性的显示 , 他是

书法有
一定功底

, 书法的用笔在他绘画作品里面起到很大的 在写生 中发现了生生之美 的杜 鹃 , 在冰 山 的境界 中发现了杜

作用 , 线条特别美 , 特别重视线条 的顿挫感 , 增强 了 両面 的 鹃的生机状态 ． 并转化成个性的形式 ＝ 《金刚经 》 说
“

凡所有

质感 , 这是他形式上 的特点 。 因此 , 他不仅在精神价值上 , 相 , 皆是虚妄
”

, 这个相不是表象 ． 而是艺术家原形本真的生

还在形式方面做 了新探索 ：命状态 。 真正的艺术家在大 自然 面前不是用 眼睛看外在的形

貌 , 而是有
“
一

眼见真
”

的能力 。 沈光伟的画中有
一

种生机感

李振才 ( 山东艺术学院教授 )
： 我简单谈两点 。 第一 ,应的本真 , 这种状态对 山东的花鸟両界是一种希望 ：

是沈光伟的画在画面构成 、 形式结构上有很大的突破 , 他在

构成因素 、 黑 白灰关系
、 直线弧线的对比等方面下了很大工宋丰光 (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

：
沈光伟先生 的画注重生

夫 。 你看他的题字 , 作为
一个形 ,

一

个块面 、

一种矛盾对 比 活 , 注重鲜 活的生命力 , 温文尔雅 , 上升 到美学上是一种华

的存在 , 有虚实的变化
。 第二 , 中 国花鸟 画

一个很重要的特 贵 。 他对西方绘画研究得很深 , 早期绘画 偏西洋 , 构图上 、

本期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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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上有 比较多 的西方绘両的 因素 ： 到山 艺教书 以后 , 更注 伟的包容性很强 , 我们有的时候合作 , 他让我先在纸上随意 Ｗ

重传统绘画 的笔墨技巧 和构 图形式的凝练 , 产生 了
“

后于希 点什么 , 他再顺势补成 。 这种随心 的合作 , 不是设计好的 , 对

宁先生
”

的 面貌 。 沈光伟先生绘画的重要特点是在色彩 的运 构 图 、 对造型 、 对画面 的整体控制能力要求很高 ：

用上 , 石色 、 水色 、 墨色交融 , 非常厚重 , 变化多端 , 充满

灵性 , 生动感人 。 他走 了
一

条既不同于传统 , 也不同于西方尚辉
： 今天关于沈光伟先生 的学术研讨非常丰满而有深

绘画的路子 ,
形成独特的 、 具有现代审美意识的花 鸟阃 , 不 度 ＝ 首先我们涉及 的话题比较广泛 , 除了对沈光伟先生 自 己

光在 山东 ,
乃至在全国花鸟阃界也是有他 的面貌和位置的 ：多年的艺术探索和成就进行了 分析 、 总结和提炼之外 , 还研

讨了从今天 的角度如何来看待于希宁先生的作 品 , 和于先生

张志民 ( 山东艺术学院院 长 、 山东美术家 协会主席 )
：对于山 东花 鸟画发展 的影响 。 我们也从于先生和沈光伟 的师

非常感谢北京来的专家 , 不光对沈光伟 中 国 画的成就做出 了承关系 中 反 观了 花鸟画在 当代如何发展的
一

个非常大的 命

肯定和评价 ,
也为我们 山东美术的发展指 出 了

一个方向 。 在 题 。 这个命题可 以说是老生常谈 , 但是总能谈出 新意来 , 能

座的多数专家都在学院待过 , 或者都有过教学的经历 ： 现在
一

够从个案的实践经验总结中升华 出理论的概括 ,
使其对全 国

提学院派就代表 着落后和保守 , 实际上在新中 国成立后 , 学院 当代花 鸟画有所触动 , 这是更为重要的 ： 今天每位发言人都

在 中 国美术教育 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 。 为什么 ？ 学院派 带有讨论的性质 , 关于笔墨问题 , 关于生活的问题 , 探讨得

教给学生一种方法论和认识论 , 解决造型 问题和对画理的重 非常细 。 很多批评家用 高贵 、 高华来概括沈光伟先生的艺术

视与思考 , 使学生很科学地进人学习 的阶段 , 不是只讲创作 , 特征 。 我觉得沈光伟先生的作品还是在雅上 ,
不仅仅是画面

而是
一

种真正的
“

培养、 我们在学院当过老师的人都有这个 形式的雅致 , 更是精 神品格的雅致 , 这种雅是和文化修养紧

责任 , 从学术 角度下的工夫更多
一

点 , 不完全从技法上或才气 密联系在
一起的 。 特别是今天有这么多于希宁先生的高足在

上 。 这
一

点沈光伟先生做得很好 ： 他始终以身作则 , 对学生 这里 , 通过沈光伟 的作品来缅怀前辈对于后 人的惠泽
, 深化

严格要求 , 对 自 己严格要求 刚才大家说到他脚油 画 , 我认了我们这次研讨会的意义 。 □ ( 根据录音整理 , 有删节 )

为那也是他的全面修养的 问题 , 还是学术心胸的问题 ： 沈光沈颖 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 左页 ) 沈光伟 我家宝贝 ( 册页 )

——金橘 4 3 ． 2 Ｘ 5 8
．

5厘米 2 0 1 3

( 右页上 )
沈光伟 风韵香飘远 3 4 ｘ ｅＳ厘米 2 0 1 5

( 右页 中 ) 沈光伟 复堂诗意 3 4 Ｘ 6 Ｓ厘米 2 0 1 5

( 右页下 ) 沈光伟 鸢尾 3 4 Ｘ 6 Ｓ厘米 2 0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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