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 鉴 2021年4月23日星期五JIANGXI DAILY
WENHUA GANPO■ 主编 钟兴旺 美编 杨 数12

纸上讲坛

第 332 期
QQ：519578365
投稿邮箱：
zxwang6666@126.com

特别策划·赏作品鉴藏品学党史

这是一件 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19师炊事班使用过
的铜水壶（如上图），通高 38.9厘米，口径 19.6厘米，底径 24厘米，重 1.5公
斤，扁提梁。1983年从玉山县紫湖镇柘坑头地方征集，现收藏在玉山县博
物馆。

这件珍贵的革命文物背后有一段感人的历史故事。
1931年 2月 1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攻克玉山县城，军威大振，党

组织发展迅速。在发展基层党支部的基础上，相继成立了化玉、洋塘、玉
山3个特区委和怀玉、玉山2个县委以及下属17个区委。苏区遍及县西北
的山区和怀玉山、三清山麓边缘的丘陵地带。1933年10月，成立了怀玉县
苏维埃政府；12月，成立了玉山县苏维埃政府。为配合革命斗争，苏区组
建了怀玉山独立营、怀玉区游击队等军事武装。群众团体先后有工会、青
年、妇女、贫农团、互济会、反帝大同盟等组织。群众武装有赤卫队、农民
游击队等。群众武装保卫苏维埃红色政权，实行武装自卫，转送伤病员、
运送粮草弹药，配合红军作战，多方支援红军。

1934年 11月21日，北上抗日先遣队 19师的全体指战员，在师长寻淮
洲的率领下，从玉山横街的峡口，经四股桥的大岭脚，绕道抵达紫湖镇紫
湖村，计划途经浙西挺进皖南。19师在紫湖受到了淳朴的群众欢迎和慰
问。22日，因军情危急，19师准备离开紫湖，群众依依不舍送来了各种特
产慰问红军战士。在三清山、岭头山开设的赤色贸易食盐收购站人员吴
祖德，把当时尤为珍贵的5公斤食盐送给寻淮洲师长。寻师长深为感动，
便将行军途中炊事班烧开水的铜水壶赠予他，留作纪念。如今，这个水壶
已成为玉山县博物馆的重要馆藏文物。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当前，全国上下正
在掀起学党史热潮。本版今起开设“赏作品鉴藏品学党
史”特别策划专栏，使读者在鉴赏有关红色题材藏品和歌
颂中国共产党丰功伟绩题材书画作品的同时，更加深入
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

——编 者

铜水壶：
见证军民鱼水情

□ 罗春燕

草书斗方《苏轼·题西林壁》释文：横看成岭侧
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

此山中。黄 勇书

作品选自《黄勇草书作品集》（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

作品集粹

为展示具有较高艺术造诣书法、绘画、篆刻等领域作者
的艺术成绩，本版今起开设“作品集粹”专栏，选登作者作品
集中的一至二幅代表性作品。作品集必须是国家正规出版
社近年来公开出版发行。

——编 者

“盛世·墨缘”书画特展在南昌举行
4月9日，由南昌市委宣传部等单位主办的“盛世·墨缘”——南昌

市博物馆书画艺委会作品特展在南昌美术馆开展，共展出杨金星、游
新民、林峰、周京山、范坚 5名书画家书画作品 76件（其中捐赠作品 25
件）。据悉，南昌市博物馆近日成立书画艺术委员会，聘请以上 5人担
任委员。 （记者 黄锦军）

艺术动态

漆德琰，1932年出生，江西高安人，1949年
毕业于江西八一革命大学美术系，1955年毕业
于鲁迅美术学院，先后在江西省文联、江西画报
社、江西文艺学院、江西省展览馆等单位工作，
1979年调重庆大学任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系中国美协会员、中国水彩画学会理事。

4 月 13 日，江西文化艺术基金 2020 年度传
播交流推广项目“生命扉页 时代缩影——漆德
琰艺术文献展”在省美术馆开展，共展出漆德琰
先生绘画作品 150余件和一批文献。展览分两
部分：“栉风沐雨”，以作者自1949年至1979年在
江西创作的革命历史题材为主的美术作品；“另
辟天地”，主要呈现作者离赣后自1980年至2020
年，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新的视角所创
作的“以自然为师”的美术作品。

漆德琰既继承了传统文化的血脉，又汲取了
新时代的艺术精粹，在传承与创新中发展，他的
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江西美术的发展历程，
其艺术生涯折射出江西当代美术的发展脉络，对
20世纪江西美术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献性价值。

现实主义的创作观

画家个人风格的形成、艺术品格的确立是其
长期艰辛探索的结果。漆德琰伴随着新中国的
成长，始终坚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精神，始终坚守现实主义创作方向。在江西期
间，他潜心创作了一批红色革命题材的历史画和
宣传画，塑造了一系列革命领袖形象和劳动人民
的形象，起到了广泛的宣传作用，更是时代精神
的体现。其油画作品《毛主席农村调查》《井冈山
会师》等重要作品，在创作过程中绘制了诸多草
图和素描稿，从个体形象设计到场景的经营布局
都一丝不苟。在构图上突出领袖和英雄人物，人
物造型严谨、生动，用色明快，整体色调和谐，画
面动静结合，气氛热烈。这一时期的美术探索多
表现激昂的历史事件、群众的现实生活、工农大
众的艰苦斗争生活，并成为这一时期的典型特
征。

1980 年，漆德琰调重庆大学任教。当时西
方艺术思潮涌入，中国艺术家的主体意识被唤
醒。漆德琰在这样的氛围中打开了艺术的视野，
首先从材料和题材上突破过去的限定，转向以自
然景致为主、切入艺术本真的题材，在艺术语言
上注重对客观物象的现实描绘。他认为，生活是
创作的源泉，“要观察生活，熟悉生活，才能创作
出好的作品”，强调一位好的艺术家应该善于从
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美。他许多作品的题材看起
来是普通的风景，却被他画得很美。

题材与艺术语言的探索

漆德琰从小就被绘画中水的变幻所吸引以
至迷恋，大学期间又被印象派中的豁达色彩所倾
倒，所以，其绘画作品既有中国传统绘画的影子
又受西方印象派的影响，如他的油画风景《井冈
山的朝霞》，五彩的朝霞和远处青翠的山峦，在田
野中劳作的农民，构成一幅美丽的风景画。

他的水彩画注重形式美与精神美的和谐，以
中国传统民居和风景为主，水色交融，用笔潇洒，
色彩清新，成为技法表现的典型特征。他在绘画
语言中对于笔触的诉求颇有体会和见解，认为

“一幅成功的水彩画作品，不仅要色彩美，笔触美
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他敬佩马远、夏圭、梁楷、
徐渭、朱耷、石涛等中国历代画家的高超技巧并
深受影响，善于将国画技法运用于水彩画创作。

国画和水彩画在用笔用水中有着许多共同之
处。漆德琰喜用毛笔画水彩，中锋和侧锋运用自
如，笔法笔触变幻丰富。由于对中国传统艺术的
酷爱，加上扎实的国画功底，他的水彩画具有浓
厚的中国气派，风景画所呈现出的格局，有中国
传统审美的诗意和悠远的意境，色调中具有柔和
渐进之感的画面，流露出作者追求安静祥和的心
境和境界，如2000年创作的《嘉陵江畔》等。

他的绘画题材丰富，创作自由广泛。他喜爱
用朴实的技法画朴素的题材，坚持“真、善、美”的
品质，而“真”尤可贵。其风景画多呈现出一种画
面的纯粹，拥有点线面的结合和色域对于画面清
晰的分割风格，表现出对自然的真实描绘和理
解，散发出一种令人神往的艺术魅力。由于受法
国艺术家莫奈的影响，远观其画，材质的表达更
似油画；近看用笔率真潇洒，色彩大胆明快，并结

合中国水墨画的技法，使作品充满感人的艺术气
息，如《千年古柏》《青城山秋色》《密林晨雾》等。

精神追逐

漆德琰简洁而明快的绘画艺术语言，显示出
其较强的个性化符号特征，观者从中能读出作者
艰辛的艺术创作之路，从融入大自然到提炼大自
然的转换过程，能够感知一种生命的倔强和力量
感。这正是画家内心深处的写照，更是他的主观
诉求和精神指向。生命中的抗争和顽强，一直渗
透在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中。他的作品，无论是
人物还是风景，都尽可能用自己特有的气质和审
美观念来完成，如 2005年作品《巴黎画室窗外》

《巴黎圣母院》等，并结合中国水墨画的微妙和类
似苏里科夫式的色调，让整个画面稳定、生动活
跃，使读者从中感受到画家的精神畅通和豁达。

学习古玺印，临摹是不二法门。对
于初学者，实临能够解决基本的技法问
题；对于已经经过了初步技法训练的爱
好者，临摹是寻求创作灵感的重要途
径；对于成熟的篆刻家，临摹古印更多
的是为了探索个人面目。不同的学习
阶段，临习有不同的方法和策略。

对于古玺初学者，手上功夫尚比较
欠缺，对古印的字法、章法、线条质感、
艺术风格不熟悉，临摹时要“察之者尚
精，拟之者贵似”，通过细致地临摹来全
面学习这一“印式”，临得像非常重要，
这是学习古玺印的第一个阶段。既然
目标是“像”，那就要竭尽全力肖似原
作，来不得半点马虎，从章法到结构，从
线条质感到印面边框，从虚实残损整体
气息，要一遍遍反复比对。这个阶段最
怕懈怠，最怕以“意临”（其实是临得不
像）来自欺欺人。“像”的程度，决定了你
在古印里能看到多少信息。

掌握了一定的实临技法，下一步要
学会思考，“像”就不是最重要的。浙派
大家丁敬论印绝句说：“古人篆刻思离
群，舒卷浑同岭上云。看到六朝唐宋
妙，何曾墨守汉家文。”学习篆刻要想着
求变，想着不与古同。这个时候就是

“意临”了，可试着意临一批喜欢的古
印，加一点自己的感觉进去，或者在临
摹的过程中突出强调古印的某一个方
面，如疏密对比、线条质感等。这种“意

临”，要先有“意”，然后带着“意”去临
摹，“意”就是你想学、想强化的某一方
面。

需要注意的是，临摹与创作不是孤
立的关系，在学习古玺的任何阶段都可
以同时进行。通过临摹掌握基本技法，
然后通过创作巩固临摹所学，又在创作
中发现新问题，继而回过头来通过临摹
解决问题，依此循环往复。对于手头技
法已经游刃有余的学习者，临摹的比例
就可以适当减少，继而通过读印、“印外
求印”等方法来汲取营养。

一些篆刻名家依旧临摹古印，为
什么他们的临作一点也不像原印？其
实，这正是临摹的第三种境界，这种境
界也属于广义的“意临”范畴，个性化
更强，探索意图也更突出。成熟的篆
刻家往往都有一定的个人风格，不再
需要通过临摹去获得基本的技法，甚
至古印的技法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也成
了阻碍，而是需要突破旧的技法体系、
旧的审美指向，从而探索更新的艺术
面貌。他们临古的目的是出新，在“临
摹”过程中保留自已一贯的风格，对古
印的艺术语言根据所需采撷，因而临
作似创作。还有一部分篆刻家，他们
对目前自己的风格不太满意，希望通
过一种与自己目前风格反差较大的古
印来打开新局面，虽然他们临摹的是
古印，却是意在寻求突破。

人在他乡 生命扉页 时代缩影
——江西籍画家漆德琰的艺术创作追求

□ 易 乐 黄祖力

古玺临摹的“像”与“不像”
□ 陈 维

《行卜关》 作者临《行卜关》

《日庚都萃车马》 作者临《日庚都萃车马》

油画《井冈山会师》（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收藏）漆德琰绘

水彩画《荷兰风车村》漆德琰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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