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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骆阳 2 月 27 日，由京杭大运

河博物馆主办，浙江省余任天研究会、集艺

斋画廊承办的“丹青初心——禹山作品展”

在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开幕，杭州市拱墅区

文广新局、拱墅区和睦街道等领导及画家

梁忠德诸多书画圈友人欢聚于大运河畔 。

杭州画家梁忠德，笔名禹山，曾长期在

基层文化站工作，自幼喜爱绘画，师从董也

山先生，得其悉心传授四十余载，擅长山

水、仕女、人物。现为杭州市美术家协会会

员、浙江省博物馆西湖画院副秘书长、浙江

省余任天研究会理事。这次展览的每一幅

作品，一笔一画、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一景

一物，无不渗透着画家对艺术的深刻认识和

对传统的深刻感悟，其胸中丘壑在画卷上淋

漓尽致地释放，与古老的运河交相辉映。

本次展览共展出山水作品 40 余幅，展

览将持续到 3 月 25 日。

丹青初心——禹山作品展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何 木 2 月 23
日-26 日，画家石栋应同乐控股公司

的邀请，在新加坡武吉士桥北路的一幢

具有百年历史的南洋老屋内里举办了

“金声玉振——石栋画展”。这次画展

是响应文化部提出的沿海上丝路传播

中华传统文化的号召，画家携36幅精

心创作的作品以文化走出去的方式，与

当地画家进行中国水墨画的交流，画展

引起了当地画界同道的好评与称赞。

金声玉振——石栋画展

石栋 藤蔓 36×70cm 2024年

本报讯 通讯员 罗元欣“回望‘兰亭论

辩’——高二适与新中国江苏书学文脉研究

展”于 2 月 29 日至 3 月 24 日在北京画院美术

馆一、二层展厅举办，本次研究展是 2023 年

度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

此次展览将展出高二适先生书法精品

和“兰亭论辩”相关文献等近 70 件，以及受

其书风影响的当代江苏书法家作品 10 余

件。此外展览还精选了章士钊、马一浮、胡

小石、林散之、苏渊雷、陶白、赖少其等老一

辈艺术家与高二适的唱和作品近 10 件，展

现出传统文士间心胸坦荡、刚正谨严的文化

交流与承传。

高二适先生（1903-1977）是二十世纪杰

出的学者、诗人、书法家，虽身居江苏，却名扬

天下。1965 年，就“兰亭序”的真伪，他本着

“论学为重，得失为轻”，与郭沫若先生展开学

术争鸣。毛泽东主席致信郭沫若“笔墨官司

有比无好”，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使得

“兰亭论辩”成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文化事件

之一。高二适先生不随人俯仰的学术精神和

高贵品格，赢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赞誉。

他于书法诸体兼备，尤精章草。以学问

为根基，继承章草高古凝重的书风，又充分吸

取二王今草飞动跌宕的气势，形成了以章为

体、以今为用、以狂草而统领风神的诸体融

合，晚岁独创“狂草新体”，有“当代草圣”之

誉。其“狂草新体”不是一种固定的技术规

范，而是一种勇于探索的艺术理念、厚积薄发

的治学方法、自由创造的人格精神与特立独

行的生命情怀。

高二适先生除了专注治学、写诗、书法创

作，还致力于文化传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他在家中坚持为青年讲授四书、教习书艺，为

当代江苏书画界培养了一批中坚力量，如萧

平、徐纯原、庄希祖、桑作楷、张尔宾、张伟、徐

利明等。他去世后，其书风学养与人格精神

影响深远，持续滋养与启发着江苏的书家与

学者，如黄惇、孙晓云、吴为山、刘灿铭、郁胜

天、仇高驰、赵彦国等。他们研究和承传高二

适先生的书风和风骨，延续了江苏的书学文

脉，使江苏书法持续推陈出新。

高二适与新中国江苏
书学文脉研究展

本报讯 通讯员 胡闻 由湖南省

画院主办的“刘云艺术展·坐看云起

时”将于3月3日—9日雅昌（深圳）艺

术中心举行。

展览力图呈现一个艺术家坚持

推进的心路历程，让观众看到他对传

统的认识、对时代的阐释、对风格的

拓进、对文化的贡献，并在展览的空

间里，搭建观赏、对话、交流的机缘，

分享所见，共享美好。

刘云是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参与者

与见证者，更是改革开放至今仍活跃

于中国当代艺术现场的代表画家和指

标人物。20世纪80年代的刘云，锐气

与稳健并存。他的创作，既与面向世

界、放眼全球的时代精神相结合，又以

文学性的叙事、象征性的意涵以及静

谧的氛围，形成了个性化的面貌与独

特的美学观念。从个性多元的 90 年

代，到全球现场的新世纪，刘云目标明

确、意志坚定，他的那份坚持与努力，

最终落实为艺术上的面目张扬、态度

上的积极坚守。他越来越多地利用了

纸质媒材，并为它的敏感中的坚韧、偶

发中的灵机而喝彩。在水的加持下，

创作中的刘云也成为了“光影”的“舞

者”、“色彩”的“指挥”。

刘云艺术展·坐看云起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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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陈运成 由广州美术学

院美术馆、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主

办的“我在努力画着我自己：段正渠作品展”

于3月2日—5月5日在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

美术馆7、8号厅举行。此展是广州美术学院

与当代艺术家个案研究系列，以多元视角呈

现了艺术家段正渠多年来的艺术探索。

段正渠 1983 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油

画系，曾在群众艺术馆、画院工作，1999 年调

入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任教。

在广州美术学院求学的段正渠毕业后回

到家乡河南，并以厚拙的造型和极富视觉张

力、有如北方泥土中生长出来的风格而于艺

坛确立别具一格的形象。此后，段正渠在“北

方”这一主题上有不同向度的深化和拓展，而

且这种拓展与其身体的行迹和体悟是联系在

一起的。近些年来，他更是力图突破既有的

题材和语言范围，在一种渐进式的延展之中

进行多种尝试。

策展人胡斌表示，“北方”是谈到段正渠

时最具标签式的界定。但是，他专注和表达

的“北方”却并不是他的家乡，而是不同的“异

地”。他一头扎进了陕北。陕北民居、山川以

及有关民谣、船夫等的日常生活成为其主要

表达的对象。而与此同时所建立的是糅合了

西方新表现主义和中国传统资源的具有自身

独特意趣的“魔幻现实主义”，将现实与想象、

日常与夸张交织在一起，叙说着某种带有本

土文化根性的故事与传说。段正渠在绘画上

不断追寻着那奇特的生命力。诚如所言：“我

在努力画着我自己”。

我在努力画着我自己：段正渠作品展

本报讯 通讯员 唐甫 由温州市

龙湾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

龙湾区文博馆、瓯雅书房承办的“艺

术量子纠缠——潘罗敏数码版画展”

于 3 月 2 日—3 月 31 日在温州市龙湾

区文博馆举行。本次展览由辜居一

担任策展人兼学术主持，王宏为执行

策展人。

潘罗敏从“量子纠缠理论”出发，

展开了创作思路上的辨析，基于数码

艺术“无印刷数码版画和思维观点的

不确定性”的特质进行了大量的创作

实践和研究。他的作品取材于现实，

却以特别的色彩和表现方式重新构

造现实所见，以小见大地折射出当代

人的浮生万象。在现实与抽象交融

中，组合多重文化元素，提示人们思

索当下社会精神与探索未来的方向。

潘罗敏，1981 年生，现为当代艺

术家、策展人。本科毕业于西安美术

学院油画系、硕士毕业于德国柏林艺

术大学绘画专业、博士毕业于韩国南

首尔大学艺术管理专业。

艺术量子纠缠
——潘罗敏数码版画展
艺术量子纠缠
——潘罗敏数码版画展

潘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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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正渠 自画像 76×54cm 纸本油画 198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