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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8 日 ，由 中 国 美 术 馆 主 办 的“ 为 新 时 代 人 物 塑 像 ”

作 品 巡 展 在 省 美 术 馆 开 展 ，展 出 雕 塑 作 品 52 件 。 展 期 至 5
月 17 日。

中国美术馆自 2017 年始举办“为新时代人物塑像”创作活

动，至今已举办 18 期。本次展出的作品均为雕塑家在该项活

动中创作的作品，创作对象有焦裕禄、王继才、黄文秀、姜伯驹

等时代楷模。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说，开展这项创作活动的目的，

就是要把那些作出过突出贡献的时代楷模形象塑造出来。

本次作品巡展是塑像活动的延续、拓展，使观众近距离感受

到时代楷模的风采，更加深入了解他们背后的感人故事，从

而汲取向善向上的强大正能量。这一活动，也是艺术为人民

服务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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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1922-1964），河南省兰考县委原书

记。他所表现出来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

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精神，被称为“焦裕

禄精神”。

《焦裕禄像》吴为山作

王继才（1960-2018），江苏省灌云县开山岛

民兵哨所原所长 、开山岛村党支部原书记。自

1986 年起和妻子王仕花守卫孤岛 30 多年。2014
年，中宣部授予王继才夫妇“时代楷模”荣誉称

号；2018 年 9 月 27 日，中共中央追授王继才同志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王继才像》李继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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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件吴昌硕真迹正在八大山人

纪念馆展出，其中 64 件是从中国美

术馆所藏的 100 余件吴昌硕作品中

精心挑选出来的（另外 2 件为八大

山 人 纪 念 馆 藏 品）。 此 展 名 为“ 金

石·禅心——中国美术馆藏吴昌硕

作品特展”，由八大山人纪念馆和中

国美术馆共同主办。对于广大艺术

爱好者而言，这是一次亲近吴昌硕

绘画艺术难得的机会。展期至 7 月

9日。

展览中既有大幅作品，如大中

堂，也有小幅作品，如花鸟画册页；

既有吴昌硕常见的花鸟画作品，也

有极为少见的人物画、山水画作品

（人物、山水各 1 件）；既有其创作的

作品，也有临摹八大山人之作；既有

其早期作品，也有其移居上海后的

晚年作品……总之，这批展品能涵

盖吴昌硕绘画艺术的大体风貌。

吴昌硕（1844—1927）名俊卿，字

昌硕，又署仓石、仓硕、老缶、苦铁、大

聋等，浙江安吉县人，晚清民国时期

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后海

派”代表。他的绘画艺术在近代中国

画坛影响巨大。受他艺术影响和他

弟子辈中，可以举出的名人有：齐白

石、黄宾虹、王震、赵云壑、陈半丁、朱

屺瞻、潘天寿、王个簃、吴茀之、沙孟

海、朱复戡、诸乐三等。从江西受海

派艺术影响之余脉这一视角来看，受

吴昌硕影响的艺术家有陶博吾、许亦

农、尹承志等。陶博吾崇拜吴昌硕，

篆书、行草书均明显受吴昌硕书法的

影响；许亦农篆刻虽受邓散木影响为

多，但一提笔写篆书，就显现吴昌硕

石鼓文一路的风韵；尹承志的书法固

然受于右任、陆维钊的影响，但其花

鸟画显然就是吴昌硕一路写意画风

格，以篆籀笔法入画，典型者如其所

画紫藤等。

吴昌硕是到晚年才渐渐成为海

上艺坛盟主的。1913 年，吴昌硕 70
岁 时 为 自 己 刻 了 一 方“ 七 十 老 翁 ”

印 ，边 跋 刻 有“ 七 十 老 翁 何 所 求

……”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逐渐步

入一生的高光时刻——1913 年出任

西泠印社社长；1914 年 9 月，在王震

帮助下，日本友人白石六三郎在上

海举办“吴昌硕书法篆刻展览”；同

年上海书画协会成立，推举吴昌硕

为会长；1915 年，海上题襟馆书画会

又推举吴昌硕为名誉会长。

吴昌硕曾自谦“三十学诗，五十

学画”。50 岁以前，他主要以篆刻、

书法为主，较为正式投入绘画研究

学习的时间，应在其 40 岁左右。他

通过高邕结识了对他后期绘画艺术

有着至深影响的画家任伯年。两人

交 往 密 切 ，任 伯 年 给 其 画 画 作 示

范。郑逸梅在《小阳秋》中记载：“伯

年为写梅竹，寥寥数笔以示之。昌

硕携归，日夕临摹，积若干纸，请伯

年政定。”那时吴昌硕的画还是不过

关的，伯年“政定”时发现，“竹差得

形似，梅则臃肿大不类”。于是，任

伯年开始“点化”吴昌硕，说出了一

段非常著名、日后反复被提到的话：

“子工书，不妨以篆籀写花，草书作

干，变化贯通，不难其奥诀也。”从后

来的绘画看，吴昌硕显然由此大受

启发。

吴昌硕对八大山人的绘画是拜

服的。吴昌硕《荷花图》中有六言诗

和跋语：“八大昨宵入梦，督我把笔

画荷。浩荡烟波一片，五湖无主奈

何。丁巳莫春之初，学雪个（八大）

而翻似清湘（石涛）。活泼泼地自可

立定足处。或者取法乎上，仅得乎

中耶？吴昌硕七十四。”吴昌硕款跋

说自己画荷学八大，画成后却似石

涛 ，形 容 自 己“ 取 法 乎 上 ，仅 得 其

中”。从这款跋可看出八大山人和

石涛在吴昌硕心中的地位。

要说南昌艺术爱好者印象最深

的，当属八大山人纪念馆藏八大山

人《孤 松 图 轴》一 画 。 在 该 画 左 下

角，有一段极为有趣的吴昌硕题跋，

透露丰富信息，其跋文如下：“八大

山人画，世多赝本，不堪入目。此帖

高古超逸，无溢笔，无剩笔，方是庐

山真面目。尝从迟鸿轩借读，因题

其后。”从中可以推想，吴昌硕一定

过目了不少八大山人的真迹，深深

理解了八大山人的绘画特点，才得

出“世多赝本”这一结论，并对该件

《孤松图轴》提炼了一连串“锁定”其

为真迹的特点。此次展览中，馆方

还展示了吴昌硕临摹八大山人的两

件册页作品，可以从中窥见吴昌硕

对八大山人的学习和取法。此外，

在 吴 昌 硕 一 些 绘 画 的 跋 文 或 诗 句

中，也常见到他对八大山人的赞叹

之语，如“画多奇趣”“古淡萧寥，如

野鹤行空”“画中有诗，诗中有禅，如

此雄奇，世所罕见”。其在《效八大

山 人 画》序 云 ：“ 八 大 真 迹 世 不 多

见。予于龙人处假得玉簪花一帧，

用墨极苍润，笔如金刚杵，绝可爱，

临三四过，略有合处，作长歌记之。

越数日，有寄山人巨幅来售，一石苔

封云绉，横立如钓矶。上栖数鸟，下

两游鱼，神气生动。……神化奇横，

不可抚效。”

吴昌硕在近代影响极大，被称

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其之所以

对海派绘画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分

析起来，有如下因素：

一 是 他 把 书 法 、篆 刻 的 行 笔 、

运 刀 及 章 法 、体 势 融 入 绘 画 ，形 成

了富有金石味的独特画风。他说，

“我平生得力之处在于能以作书之

法作画”。

二是吴昌硕长寿，在同时代画

人中罕见，因而有助于其培养众多

弟子、形成吴氏艺术流派、在艺坛长

久发挥影响力。像当时非常有名的

画家任伯年，56 岁去世；书法绘画均

在当时具有相当影响力、也为一派

艺术盟主的李瑞清，54 岁去世；和吴

昌硕、吴滔合称“三吴”的吴榖祥，俞

樾称其画为“神品”，也只活了 56 岁

……而吴昌硕活到了 84岁。

三 是 吴 昌 硕 身 边 有 一 位 极 有

能 力 的 艺 术 推 手 —— 白 龙 山 人 王

震。王震是清末著名的实业家，曾

加 入 同 盟 会 资 助 辛 亥 革 命 和 二 次

革命，两次任上海总商会主席。他

对吴昌硕的助推，早先在于个人购

买，即在动员吴昌硕晚年来上海卖

画 之 初 ，吴 作 品 卖 不 动 ，王 震 便 悄

悄买下来。其后，他利用在上海商

界 广 泛 而 良 好 的 人 际 关 系 推 介 吴

昌 硕 。 他 还 向 日 本 商 界 、书 画 界 、

新闻界，甚至政界友人推介吴昌硕

及其艺术，使吴昌硕最终成为深受

日 本 人 欢 迎 和 敬 仰 的 中 国 艺 术

家。学者徐惠林提出：“王一亭（王

震）对 海 派 书 画 整 体 的 发 展 ，特 别

是 对 吴 昌 硕 艺 术 领 军 人 物 地 位 的

确 立 ，起 到 了 关 键 作 用 。 可 以 说 ，

他 是 确 立 缶 翁 在 海 上 画 坛 盟 主 乃

至 一 代 宗 师 地 位 延 续 至 今 的 主 要

推手。”

遥望美术史，吴昌硕留给我们

研 读 与 推 究 的 还 有 很 多 。 海 派 艺

术盟主这次“抵昌”，美术爱好者何

不 前 往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与 其 会 上

一面？

“吴昌硕”来了
□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米欧/文 钟兴旺/图

4 月 27 日，中国邮政发行

《中 国 古 典 文 学 名 著 ——〈西

游记〉（五）》特种邮票，全套 4
枚 ，小 型 张 1 枚 ，图 案 分 别 为

“ 狮 驼 岭 降 魔 ”“ 比 丘 国 伏 怪 ”

“ 填 平 无 底 洞 ”和“ 天 竺 收 玉

兔 ”，小 型 张 为“ 五 圣 成 正

果”。这是中国邮政历时 8 年、

分五组发行的《中国古典文学

名著——〈西游记〉》特种系列

邮票的收官之作。

前四组《中国古典文学名

著——〈西游记〉》特种邮票内

容分别为：2015 年 5 月 3 日发行

第一组，全套 4 枚，小型张 1 枚，

图 案 分 别 为“ 自 封 齐 天 大 圣 ”

“佛祖降悟空”“发愿取真经”和

“ 悟 空 收 心 ”，小 型 张“ 大 闹 天

宫”；2017 年 3 月 30 日发行第二

组，全套 4 枚，图案分别为“智

收白龙马”“猪八戒拜师”“流沙

河 收 沙 僧 ”和“ 偷 吃 人 参 果 ”；

2019 年 4 月 20 日发行第三组，

全套 4 枚，小型张 1 枚，图案分

别为“三打白骨精”“智斗红孩

儿”“斗法车迟国”和“情阻女儿

国 ”，小 型 张“ 众 神 收 青 牛 ”；

2021 年 4 月 23 日发行第四组，

全套 4 枚，图案分别为“真假美

猴王”“三调芭蕉扇”“小雷音遭

厄”和“盘丝洞遇劫”。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西游记〉》五组特种邮票由青年

画家李云中绘画创作。他以擅

长绘制古典小说和历史人物画

像著称。在创作该系列邮票中，

他运用传统工笔重彩的手法，借

鉴连环画的表现形式，人物形象

刻画逼真传神，在方寸间生动演

绎出大家熟知的故事情节。

《西游记》是明代吴承恩创

作的一部神话色彩浓郁的长篇

小说，与《三国演义》《水浒传》

和《红楼梦》并称为中国古典文

学四大名著，是中华民族优秀

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全省报纸副刊优秀专栏 方寸之中赏名著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五）》邮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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