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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蕊鄭州報道）「豫滬農民交流書畫
展」日前在河南省文化館正式開幕。本次展覽由河南省文化廳
主辦，河南省文化館和上海群眾藝術館共同承辦。共展出160
幅豫滬兩地農民畫佳作，生動反映了當代農村生活和農民精神
風貌，展示了中國農村最為鮮活的人物和景象。
本次展覽基本代表了兩地中國農民畫創作的最高水準——河
南省選出了舞陽、內黃兩處的農民畫作品作為代表，上海方面
選出了金山和松江兩區的農民畫精品作為代表。滬豫兩地農民
畫風格各有千秋，這些作品具有鮮明的地域特徵和濃郁的生活
氣息，造型生動、線條質樸、色彩濃郁、構圖飽滿，多角度、
全方位地記錄了農民的生活、農村的變化，從中可以感受農民
朋友對土地的炙熱情感，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表現了社會主義
新農村的新氣象、新風貌，傳遞了滿滿的正能量。
農民畫根植於民間藝術沃土，是通俗畫的一種，多屬農民自

己製作和自我欣賞的繪畫和印畫，風格奇特，手法誇張、有
「東方畢加索」之美譽，其範圍包括農民自印的紙馬、門畫、
神像以及在炕頭、灶頭、房屋山牆和簷角繪製的吉祥圖畫。現
代農民則有在紙面上繪製鄉土氣息很濃的繪畫作品，自五十年
代以來，逐漸形成了陝西戶縣、江西永豐、安塞、江蘇邳縣、
六合、上海金山等地的農民畫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日前，第四屆中國西安碑林書
法藝術節在西安碑林博物館開幕。據悉，本屆書法藝術節為期四天，除書
法展覽外，還舉行包括書法座談會暨筆會、書法進社區、書法講座等在內
的諸多活動。
西安碑林素有「歷史文化寶庫書法藝術殿堂」之稱，不僅是中國古代
文化典籍刻石的集中地點之一，也是歷代著名書法藝術珍品的薈萃之地。
在眾多的館藏文物中，《大唐三藏聖教序碑》，顏真卿《多寶塔碑》、
《顏家廟碑》等，無一不是從古至今書法愛好者學習的範本。自2010年

至今，依托豐富的書法藝術資源優勢，西安碑林區持續舉辦了三屆中國西
安碑林書法藝術節，為傳承、弘揚書法藝術發揮了積極作用。
據悉，自從今年4月底開始徵稿以來，截至6月底，本屆書法藝術節共

收到來自全國各地乃至海外書法愛好者的書法稿件4,600餘幅，其中包括
美國、日本、加拿大等國外書法愛好者的書法作品。經兩屆蘭亭獎獲得
者、清華大學書法高研班導師陳天民等專家組成的評審委員會層層遴選，
最終評選出一等獎3名，二等獎5名，三等獎10名，優秀獎173名。本次
書法藝術節獲獎書法於開幕之日起，面向社會公開展出。

香港城市大學日前舉辦郎世寧新媒體藝術
展派對，邀請了眾多社會名流參加。香港城
市大學校長郭位參加活動，並與來賓一道觀
看了郎世寧新媒體藝術展覽。據了解，今次
活動主要是為了答謝各界對香港城市大學的
關心、支持而舉辦。而郎世寧新媒體藝術
展，則是香港城市大學與台北故宮博物院的
一次非常成功的文化交流與合作，將郎世寧
的作品進行複製並以聲光創意的方式，再現
在香港觀眾面前。而郎世寧的作品，也體現
了中西方融匯的鮮明特色，從西式油畫到東
方水墨畫的轉變，郎世寧在藝術創作中也逐
漸融入了中國元素，或是對二者進行成功的
統合處理。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城市大學創
意媒體學院的師生在展覽中，以自身開發的
科技手段，對郎世寧的藝術作品進行了全方
位的展示，深受參觀者好評。 攝：徐全

郎世寧新媒體藝術展
東方水墨新詮釋

豫滬農民交流畫
展通俗畫種魅力

第四屆中國西安碑林書法藝術節開幕

崔西民1963年生於北京，自
幼喜習書畫，他的工筆作

品素有「北京名片」之稱，其畫
作甚至常常被當做珍貴國禮贈予
各國外交官員，在宣傳及推廣中
國傳統文化的事業中有着突出貢
獻。但回憶起早年的習畫經歷崔
西民卻說：「我七歲不到便開始
在北京市少年宮學習繪畫的，從
少年宮的後門一走出去就是北京
故宮博物院，院內珍寶館中的藏
畫一周更換一次。當年我們能夠
拍照的手機，所以全靠現場臨摹鍛煉記憶力。可也是
因為過早接觸到了國畫，我有段時間迷失了自我，甚
至創作上的方向。」
聊起藝術路上最想感激的人，崔西民提到了自己的
老師田世光，因為田世光給予崔西民的啟發與教誨，
令他走出了困惑，建立起了對工筆畫的信心。工筆畫
自戰國初創，成熟於兩宋，在這漫漫歷史發展中不乏
名家名作。身為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北京工筆重彩
畫副會長的田世光告訴崔西民，只要他能一心鑽研工
筆畫，再輔以名師點播並仔細臨摹古畫，與古人和前
輩多交流，慢慢地肯定能重拾自信，煥發出個性化采
風。經歷多年修行後，崔西民回過頭來看當初迷茫
說：「任何繪畫的學習與進步都要遵循循序漸進的規
律。尤其是中國畫內，因為它蘊含了畫家的綜合修
養，我們不但應該掌握繪畫技巧，還要學習歷史文化
知識，只有經過長時間的打磨，才能吸收到名家的精
髓。」

「寫意」的工筆畫
著名美術評論家薛永年先生曾這樣評價崔西民的工

筆畫：「讀先生的畫，常使人有身臨其境之感，恍惚
間，似有花香、鳥鳴、蟬唱自畫中傳來，心曠神怡之
餘、不僅體驗到『人，詩意的棲居』的哲學意味，同
時也感受到畫家親近自然的赤子情懷。」有一次崔西
民外訪俄羅斯，主辦方邀請他現場作畫，他「手起筆
落」，短短二十分鐘便完成了繪畫，「外國人不理解
我為什麼能畫得那麼快。其實答案並不玄妙，無非是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我一直希望工筆畫能
走出去，所以我請外國朋友上台一試。文化要交流，
只有交流別人才能理解。」雖說作好一幅工筆畫離不
開反覆的錘煉，不僅筆觸要精細，技法得熟練，但為
了神形兼備，還要發掘心靈的體悟。
或許有人認為，工筆畫的特質是守規矩，重技法，

可崔西民不同意，在他心裡工筆畫也可以寫意，勾輪
廓線亦應該講究節奏，連刻章落款應該賦予畫面更深

的寓意。除此以外，工筆畫還應一氣呵成，沒有反覆
修改的餘地。基於對中國畫的深刻理解，崔西民十多
年前開始作佛像畫，他視這類創作為一種自我提升。
而佛像不僅帶有吉祥的寓意，更是一種虔誠的象徵。
從佛像畫中，他感悟到了作畫的禪學意境，也是對自
己性格的修煉。

不拘技法大膽創新
崔西民非常欣賞張大千的畫作，因為張大千思想超

前且勇於創新，雖教學嚴謹又從不固守傳統。崔西民
坦言，工筆畫在其自身的發展歷程中，建立了一套極
為規範化的系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來創新是有難度
的。但他從未停止過探索，嘗試在工筆畫內融入西洋
畫的風格，甚至是高光或透視的技巧。以其作品「霧
中花」的表現手法為例，崔西民棄用了傳統中繪牡丹
的大面積留白方式，反而將背景填色並虛化，突出牡
丹，真真有霧裡看花的意境。

中秋將至，閑時去戶外寫生，崔西民表示最喜歡在
秋季采風，因為秋季是豐收的季節，大自然色彩豐富
艷麗，而他最喜愛香山紅葉九月的紅，其中的美好難
以言表，只好用畫筆表現出來。談到未來的創作，崔
西民透露：「接下來想畫畫北京胡同，將胡同和自己
熟悉的花鳥結合起來，北京很多胡同都拆了，畫畫能
留一點就留一點吧，算是留給子孫後代，自己也不留
遺憾。」
即便作品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可，不過崔西民依

舊謙遜而誠懇地說：「我自己的創作風格還不成熟，
因為還在不斷的探索嘗試中，也不想過早被定性。藝
術應該不斷地創新，腳踏實地地往前進。以後的繪畫
中，我還打算試着將南方的細膩秀美和北方的大氣結
合在一起，保留傳統也吸收西洋畫的風格。而今次來
香港舉辦展覽，正是因為這裡東西方藝術雲集。我很
歡迎各界人士提出批評建議，因為這也符合這個時代
的包容性。」

中國書畫博大精深，流派技法各有千

秋，而其中獨具匠人精神的卻當屬工

筆。工筆以其巧密精細的技法著稱，在

多媒體藝術、跨界藝術、當代藝術盛行

的今天，畫家崔西民依舊選擇尊崇傳

統，一絲不苟作畫，為的就是希望能夠

延續傳統，弘揚中華文化。

文、攝：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劉雨馨

詩意的棲居詩意的棲居
崔西民的工筆創新之路崔西民的工筆創新之路

■■嚴軍傑嚴軍傑《《春到農家春到農家》。》。 劉蕊劉蕊 攝攝

■■畫展現場畫展現場。。 劉蕊劉蕊 攝攝

■■第四屆中國第四屆中國
西安碑林書法西安碑林書法
藝術節書法展藝術節書法展
展出多幅獲獎展出多幅獲獎
作品作品。。

記者記者
李陽波李陽波攝攝

■■工筆畫家崔西民工筆畫家崔西民

■■崔西民工筆畫作品崔西民工筆畫作品

■■崔西民創作三條屏崔西民創作三條屏

■■崔西民一系列工筆畫作品崔西民一系列工筆畫作品

■城市大學校
長郭位

■城市大學新
媒體藝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