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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柱：向美而生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崔 燕

“传承”里的文化青岛图景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崔 燕

文化传承是文
化的传递和继承，
涵盖了人类社会所
创造的一切文化成
果在不同代际、不
同群体之间的延续
和发展。近期，在
青岛市美术馆展出
的“传承——青岛本
土艺术家艺术文献
系列展之姜世钰水
彩画作品展”以其独
特的艺术魅力，诉说
着城市的山水之美、
人文之韵以及文化
中国味，给新春带来
浓墨重彩的美学韵
致，令年味飘逸着优
雅清美的氤氲。

传承系列展览
不仅走心而且用情，
从作品、图籍、文献
和藏品等方方面面
清晰可循地发力，提
炼总结艺术家的文
化内涵和精神内核，
并形成学术上的人
文高度与话语体系，
给观众带来耳目一
新的瑰丽体验，让人
深切感受到老艺术
家久弥新的魅力，也
引人思考文化传承
发展这一审美命题
和触发深沉的情感
共鸣。展览通过夯
实、博大或者说虔诚
的方式去赓续艺术
的薪火，破题过往与
当下的艺术壁垒，去
打动更多的人，也通
过这样一个具有样
本意义的“传承”模
板，以灯塔般的态度
去“发现青岛”“留住
青岛”“传播青岛”，
让艺术之城更明亮
璀璨。

沉甸甸的历史
感，不仅是对参展者
本人艺术脉络的梳
理，更是通过个体精
神对城市文脉与艺
术节点的高级回望。

■李国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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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源于“文明不可断”的共
同信念。传承，源于“精神血脉”的
强大力量。时光流变中的青岛艺
术人文脉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
特的观察视角。

美术馆作为艺术展陈的重要
场所，承担着重要的职责和使命，
不仅需要做好艺术品的收藏、展示
和研究工作，还需要加强与艺术
家、观众和社会的联系，推动文化
传承与创新。在美术馆，艺术得以
跨越时空，与不同时代、不同背景

的人们产生共鸣。参与传承项目
的艺术家，作为宝贵的公共文化财
富，将激发更多人的艺术热情，培
养审美情趣。《传承——青岛本土
艺术家艺术文献系列展》作为城市
文化传承与弘扬的载体，同时也承
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反映了
时代的精神风貌和审美追求。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创新
与传承同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显著特征之一。优秀的文化脉
络在漫长的传承发展过程中，历来

与时偕行，吸纳时代精华，融合各
种文化元素，多元一体，文化内涵
亦不断丰富和深化。

承上启下是为文脉。在当
代，传承是一种宏大而包容的文
化动态，从传承中我们可以“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吸纳、发扬
传统文化，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内生动力，实现与现代社会
的有效对接与融合，更好地适应
时代发展需要，满足人们的精神
文化需求。

承上启下是为文脉
□迟 涛

轮渡乘船感受壮美胶州湾

芭蕾舞演绎《白蛇传》

NBA世界巡回主题展
“全情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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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历：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美协
蒋兆和艺术研究会会员，青岛市美
术家协会顾问，青岛画院艺术委员
会委员，天津画院院外画家，青岛市
当代中国画院院长。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

李国柱的绘画扎实而灵动，充盈着既有
古典意境又有时代气息的美学氤氲。经年
来，他走进山寨奔向田野，在绘画的道路上笃
诚向前。这种在艺术上心无旁骛的一路向
美，令李国柱简单而赤诚，年逾六旬依旧散发
着满满的少年气，始终保持着热情、浓烈的绘
画执念。他对于绘画有着深沉的审美意境和
强烈的精神驱动力，尤其入选第十四届全国
美术作品展览的新作《奔腾时代》，令观者与
专家印象深刻，感受到李国柱始终向新、旺盛
的创作活力。

近年来，我国绘画创作人才辈出，用美的
印迹为时代讴歌。“这些画家群体以他们的勤
奋和才情充分展示了当代绘画实力派的恢弘
气象。毫无疑问，他们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中
国绘画进程中的重要力量，画家李国柱就是
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原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
认为，李国柱有着坚实的绘画造型基础和丰
富的笔墨语汇，尤其在审美观点和艺术手法
等方面，都有极具创新能力的表现。他重视
对人物内心情感的捕捉，而不仅仅满足于造
型的层面。与一般画家叙事性的表达不同，
李国柱更注重情感的体现，为作品更多地赋
予文学性意味，强化了作品的表现性，而其艺
术感染力也得到提升，给人带来心灵上的共
鸣和情感上的沟通。

2007年，中国国家画院设立了首届人物
画精英班，李国柱以优异的成绩脱颖而出。
在浮躁的当下，他的低调、不张扬以及勇于沉
潜的状态取得实实在在的成绩，也深为艺道
同仁所称道。

在业内专家看来，李国柱是擅长国画又
对水彩画有独到见解的多面手画家。他的
绘画中，最引人入胜的是一系列关于少数民
族题材的大型创作。相比较其他现实主义
的画家，李国柱中国画人物绘画禀赋鲜明而
气韵生动，作品看似繁复缤纷，但是舒展而
松弛的用笔，又给人恬淡、宁静且无限舒适
的美意享受。

评论家亓文平认为，李国柱通过细腻的
笔墨技巧充分展示了丰富的人物内心世
界。无论是含着烟斗凝眸远眺的老人，还是
低头欲将私语的青年；无论是不经意间回眸
一笑的年轻妇女，还是目光坚定憧憬未来的
少年，无不展现出莎士比亚笔下活灵活现的
人物世界。他采用写实的手法并没有过多
地强调光影，而是类似山水的皴法和工笔画
渲染方式，在衣纹和道具的表现上一挥而
就，在平面化的处理中彰显出中国画特有的
表现方式。不管是微微隆起的筋脉，还是微
微开张的嘴唇……

李国柱善于经营宏大的场面，无论是人
物组合还是道具安排，十分自然而不做作，
经过精心的布局画面产生了别样的意蕴。
在《春溢岜沙》中，舞动的红绸子如同跳动的
音符，与上下翻舞的竹笛交相辉映，这种看
似漫不经心的安排，恰恰对烘托整个画面的
气氛和表现人物内心的喜悦和激荡有着重
要的作用。

实际上，除了国画题材的人物画，李国柱
一直从事花鸟画创作，在此类题材上可谓长
袖善舞。他的花鸟画无论在构图造型上，还
是在用色、用笔上，皆是一种放松的状态。他
的花鸟画类似于黄宾虹先生的山水画，很难
分清先后的次序，但给人的感觉是顺势而发，
笔笔是情，笔笔存意。随意勾勒的花鸟虫鱼
与闲散烂漫的书法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
李国柱独特的画面风格。

“我就是为绘画而生的，也很幸运很早就
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向美路径，尽管这条路有
荆棘也有鲜花。”在李国柱看来，选择绘画，就
是选择了一种人生，收获的是远方的风景，也
收获了路上的崎岖。一直“青春”的李国柱在
个人绘画之路一往无前的同时，也在青岛的
各大院校授课，将美传递与传承下去，桃李芬
芳，归来依旧是少年。

突出本土定位的历史价值

青岛市美术馆《传承——青岛
本土艺术家艺术文献系列展》项目
通过梳理、保护、研究、推介本土老
艺术家，以承前启后的文化感染
力，用属于青岛人自己的艺术史落
地生花。《诗梦绕藤花——王君华、
王家栋父子书画篆刻展》《翰墨风
度——孟庆泰先生书法篆刻展》

《青岛恋歌——金步松油画作品及
文献展》《满堂红——赫保真艺术
研究展》《水与彩的印记——高东
方水彩艺术展》《拓彩人生——张
白波版画艺术展》《澄怀静思——
王春生水墨展》……自 2021 年以
来，青岛市美术馆的《传承——青
岛本土艺术家艺术文献系列展》贡
献了诸多青岛本土的艺术家文脉。

《世纪岩松——百年青岛·窦
氏艺术世家传承作品展》展现的是
青岛窦氏家族五代人的艺术成
就。他们在书法、美术、音乐等诸
多门类皆有所成，从事艺术行业且
有成绩者逾 20 位，是青岛本土艺
术家族的典型样本。

“13 岁学画的时候，我的老师
就告诉我，青岛有个艺术家族，这
个家族的成员之一窦世魁，人高马
大，画画却精微、精细。”著名画家
陈坚表示，窦氏艺术世家是这个城
市最基本的艺术基因，从最初接触
外来文化，“蒸馏”为中国本土的文
化，后逐渐辐射、传播到更广、更远
的范围。

聚焦传承属性的艺术赋能

《传承——青岛本土艺术家艺
术文献系列展》如同一粒粒珍珠，
链接起一个个闪光的节点，成就了
一条熠熠生辉的大美彩链。这其
中《传承与拓展——窦凤至师生水
彩画形式语言教学展》，师生同步
拾光筑梦，成为这个“传承”系列中
生动而活跃的一次展览，所产生
1+1远大于2的效果，在更高维度
上实现艺术传承的返本开新。

这个展览是青岛大学美术学
院水彩工作室的一个案例成果的
展示，从教学角度出发以教学实例
展示了形式语言在水彩画领域的
组建，对绘画形式美的规律、法则
和表现技巧进行了系统的剖析和
阐述。

“青岛是水彩画的重镇，与上
海、广州相埒，出现了一批有影响

的水彩画家，凤至是其中的佼佼者
之一。凤至的水彩画风格绰约，不
拘一格。他从事水彩画创作，也从
事水彩画教学，在两方面都有很多
经验。”中国国家画院公共艺术院
执行院长杜大恺说，窦凤至所编著
的《水彩画形式语言教学研究——
青岛大学美术学院水彩工作室课
程案例》便是其多年来从事创作与
教学的经验集结。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陆庆
龙认为，这个展览为学生拓展了
创作技巧、审美观念的思路，使学
生通过对生活体验的扩充、艺术
实践的拓展以及对艺术理解的深
入，在寻求艺术规律的过程中达
到对于绘画本质的把握和思想修
养的陶冶。窦凤至和他的研究生
们在这一方面做了深刻的探索，

在课堂教学上，以及在创作方面，
进行了大量的实验性、创新性的
研究，对中国大学的水彩画教学
来说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举
办这样一个展览也会更进一步的
总结和研究水彩画在当代语境下
的发展。

着重文化基因的人文情怀

博 大 精 深 ，弦 歌 不 辍 。《传
承——青岛本土艺术家艺术文献
系列展》中，知名策展人臧杰主要
参与的便有两场展览。

“去回望任锡海先生 50 年的
摄影历程，注定是件吃力的事儿。
它显然很难兜住任锡海先生丰富
的求索与不舍的襟怀。自1949年

至今的中国当代摄影史中，能持续
工作 50 年的摄影家可谓凤毛麟
角，而年近八秩依然在场、仍将摄
影作为日常功课的更是极为罕
见。尽管这场展览呈现的是青岛
人的故事，但故事不过是一些情节
切片；这些切片的背后，则隐藏着
认识城市、认知生命与时代的奋
力。”臧杰说，任锡海的摄影生涯起
始于1973年。蔓延为展览中的一
条重要线索——隐匿于“大院”之
内，是任锡海的个体生命轨迹，它
们会使得“观看”别人的任锡海也
被充分观看。

《一木一石——石可先生百年
诞辰纪念文献展》是正在青岛市美
术馆展览的“传承”系列展之一。
早在 2013 年，臧杰就曾主导举办
过《左右——石可早期木刻文献

展》，寻找石可在20世纪中国新兴
木刻史中留下的青春印记。此次
展览集中展出的有关版画、鲁砚、
壁画和印章书法的作品与文献，紧
贴历史进程和生命轨迹，在多维呈
现石可先生的人生阔步和精神旅
程的同时，探看并勾勒出他以工艺
美术的“文艺复兴”为旨归的艺术
理想。

在投身鲁砚之前，若没有石
可在工人群体当中开拓新兴木
刻，也难以成就后来青岛木刻的
鲜艳图景，包括陈辅、姜宝星、刘
文泉、丁长仁等人最初在木刻领
域的学习与深入，都沾染了石可
普及与传播刀笔艺术的光泽，从
而使得青岛的新兴美术群体闪耀
于山东美术界。

分享理由：
中国古代浪漫爱情故事与芭蕾舞剧如何结

合？3月7日、8日，青岛大剧院歌剧厅演出的芭蕾
舞剧《白蛇传》将给出广州芭蕾舞剧院艺术家们的
答案。

《白蛇传》是中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之一，同
时也是流传最广、国民基础最高的经典传奇之
一。在今年央视春晚上，广州芭蕾舞剧院的演员
们为全国观众献上了芭蕾《伊人》，展现了极高的
艺术水准。作为广芭的重点剧目，芭蕾舞剧《白
蛇传》3月莅临青岛，艺术家们以芭蕾艺术诠释传
统文化，重新演绎“白蛇”这一兼具爱情传奇和女
性内涵的形象。

《白蛇传》以芭蕾舞的艺术形式融合中国古典
美学，在还原原著精髓的基础上加入人物和情节，
增加了故事的张力和戏剧性，持续唤起观众对古
典传奇的艺术认同。同时，《白蛇传》在舞蹈动作
上也进行了创新，白素贞和小青两个角色编舞紧
紧围绕“蛇”的形态做文章，舞者运用了中国古典
舞轮指、穿手、掏手、抽手、盘手等技巧，呈现白蛇、
青蛇的艺术形态，“中西交融”的舞蹈语汇拓展了
舞台表现力，带给观众视听体验升级和文化内质
共鸣。 米荆玉

分享理由：
早春时节，大海诉说着青岛这座城市独有的

浪漫。对于市民和游客来说，在后海的青岛轮渡
码头乘船体验环游胶州湾航线，不仅镌刻着老青
岛的深厚情怀，更有不一样的海上旅游新体验。

汽笛鸣响，现代化的游船航行于壮美的胶州湾
上，港口城市的悠悠往昔如在眼前，百年马蹄礁静静
伫立，邮轮母港诉说着发展的新篇。踏上甲板，远眺
胶州湾大桥，犹如气势磅礴、横跨海湾的“巨龙”，尽
显设计之美，也激发着人们由衷的自豪感。

大自然的精灵们赶来与游人赴约。这片海域
的海鸥多是灰背鸥与黑尾鸥，它们以矫健的身姿
翱翔于船舷边，宽大的翅膀有力地扇动，在海平面
上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身处其中，人与自然
和谐共处的美好令人陶醉，那些挥之不去的怅惘
和烦扰，也都随着海风轻轻飘散。 马晓婷

分享理由：
800 平方米的特色主题展区，近百件珍藏级

展品……这是NBA《全情投入》世界巡回主题展
青岛站传递出的关于NBA赛场内外的篮球文化
和魅力。

在主入口，巨大的篮筐造型设计预示着参观
者将开启一场超燃有趣的篮球旅程。而在这一
NBA 旅程中，30 个球队队徽组成的 LOGO 背景
墙以及NBA标识历史、传奇球星的球衣等都将一
一展示。当然，这里还有“大显身手”的互动区域，
参观者可以全情投入其中，展示自己的运动天
赋。此外，这里不止篮球，艺术家作品、时尚潮流
联名、电子竞技等都展示着NBA多元化的跨界。

而这场主题展的成功引入是主办方构建覆盖
“文·商·旅·体”的城市更新超级消费体验场域的
重要拼图。正如主办方所言：“我们期待与您共赴
传奇篮球之旅，也期待更多美好体验与城市共同
澎湃生长。” 许 诺

■NBA《全情投入》世界巡回主题展正式
落地青岛中山路18号。 王 雷 摄

■踏上甲板，远眺胶州湾大桥。 王 雷 摄

■芭蕾舞剧
《白蛇传》海报。

■“传承——青岛本土艺术家
艺术文献系列展之姜世钰水彩画
作品展”，诉说着城市的山水之美、
人文之韵以及文化中国味，给新春
带来浓墨重彩的美学韵致。

王 雷 摄

馆 长

■姜世钰水彩画作品展上，有一个呈现画家
创作历程的特别区域。 王 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