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京新画展
展览时间：2025年2月19日—3月5日
展览地点：扬州市美术馆1、2、3号展厅

在当代多元的水墨画坛中，周京新以其凝
练澄澈、自成一格的艺术语言独树一帜，极具
代表性。本次展览围绕周京新近期创作主
题，精心划分为八个板块，分别为“苏州园林
写生系列”“天池山写生系列”“瑞士写生系
列”“荷系列”“艳惊系列”“角色系列”“鱼-鹭
系列”和“游系列”，共展出120余幅佳作。从
都市园林的精巧景致，到戏剧人物的鲜活神

态，再到花鸟游鱼的灵
动身姿，画家的每一笔
都饱含深情，笔下栩栩
如生的水墨形象，不仅
展现出画家澄怀观道
的心境，更蕴含着蓬勃
的生命力与深厚的人
文精神。

金陵山水春江月——张尔宾画展

展览时间：2025年1月24日—5月10日
展览地点：南京六朝博物馆

（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302号）

象外之象——2015—2025周矩敏新作展
展览时间：2025年1月24日—3月16日
展览地点：苏州美术馆1、2、3号展厅

（苏州市人民路2075号）

此次展览集中展示了周矩敏近十年来
创作的五大系列近百幅新作，包括《大先生》
《丝绸之路》《海上尘烟》《园林·花鸟》和《异
域风情》。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艺术家图式
语言的丰富变化，也体现了其创作题材的多
样化与视野的拓展。展览标题“象外之象”
寓意深远，第一个“象”代表客观现实，第二
个“象”则指艺术家主观的艺术创造。此次
个展不仅展示了新吴门画派的全新面貌，也

标志着苏州美术馆推出苏州籍画家系列的
开端，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有情趣、有故事的
文化盛宴。

旧物新象——王俭环保美术作品展
展览时间：2025年2月22日—3月16日
展览地点：苏州市明·美术馆第一、二展厅

展览由艺术家王俭以废旧包装材料为创
作媒介，通过折揉撕搅、打破重构，将“旧物”
转化为艺术品，创造出另一种“新象”的美，
化腐朽为神奇，展现环保与艺术的完美结
合。展览展出作品60余件。艺术家从渔港
码头的香烟盒中获得灵感，利用花草的汁液
代替颜料倡导减少资源浪费，践行节俭美
德。这种即兴之作也展现了平面绘画作品
的独特魅力，它们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复制

性。艺术家希望通过本次展览唤起公众对
环保的关注，探索艺术与生活的无限可能。

“微笔写大千”廖松涛小幅中国画展（淮安站）

展览时间：2025年3月1日—3月15日
展览地点：淮安市美术馆3、4号展厅

廖松涛，1973年9月生于江苏镇江，江苏省
美术家协会新文艺群体工作委员会委员，江苏
省国画院特聘画家，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特
聘研究员，镇江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微笔写
大千”，廖松涛作品咫尺万里，方寸之间尽显大
气象。其山水有宋元气势，花鸟得宋院体之工，
笔追古意，畅神旷达，画中人物需于放大镜中可
观其神韵。镇江的山水文脉滋养了廖松涛，他
从巨幅创作转向小幅，以微笔妙意写生造化。
他不追逐头衔，沉醉画境，是一位智慧勤奋的画

家。此次画展让观众得以领略其独特艺术魅
力，感受传统与创新交融的中国画之美。

展览时间：2025年2月18日—3月12日
展览地点：扬州市美术馆4号展厅

无界——董雷中国画作品扬州展

董雷少年习画，青年从政，退休后全心投
入创作。他与诸多名家交流，获奖颇丰，作品
先后入选第十三届、十四届全国美展，在扬州
及全省画坛都极为亮眼。董雷虽自称“无师
无派”，却融合众长，擅长多种题材，尤其是扬
州风情。此次画展以瘦西湖胜景为主题，让

观众沉醉其中。画展主题
“无界”由高云题写，精准
体现董雷传承“扬州八怪”
突破边界，拥抱现实，走向
民众的开拓进取精神，为
当代画坛注入活力。

张尔宾的山水画多取材于他亲自经历的
江南和各地，对南京的胜景尤为钟情。他的
山水画避免了传统的虚拟性，强调了特定空
间表达，以平淡、天真或雄强磊落的面貌形
成了真切感人的意境，他的笔墨功力深厚，
墨韵层次丰富，能将现代金陵派的秀润华滋
参以古代石涛的泼辣率真。本次展览分“水

墨青绿”“金陵胜景”“春江花月”“山川四时”
四个单元，共展出张尔宾画作近百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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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涛《山水集册》品鉴
□萧平

2024年北京永乐秋拍，一件张大千旧藏
的石涛《山水集册·纪游图咏》，以2357.5万元
的高价成交。该册计十二开，诗画对题，是石
涛诗、书、画三绝的典范。

石涛这本册页的印刷品，我在青年时代就
见到过，当时非常喜爱，还临摹过其中的几
幅。后来还发现，张大千的许多画都来源于这
本册页。细看一遍又发现，册页上张大千、张
善孖的印章都有，张大千的印章尤其多。应该
说，这本册页对于形成张大千第一个阶段的风
格，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张大千二十几岁时并未形成自己绘画的
面目，到了三四十岁时，他的绘画面目才基本
形成。张大千成熟阶段第一个时期的作品中，
全都能够看到石涛这本册页的影子，无论是小
人物还是山水的画法，这本册页对张大千的影
响都至关重要。

这本册页没有年款，署名“大涤子”。察其
风格，应是石涛五十岁左右的作品。石涛之前
游历了各地，尤其是在黄山居住了十几年，以
后心境比较平复，最后定居在扬州，这本册页
极可能是石涛定居扬州前后的作品。石涛把
他全部的本领显示在了这本册页中。

这本册页，每一幅的画法都不一样，而且非
常奇特，有趣味。比如有一幅《凌敲台》，画的就
是一块大石头，圆浑如瓜状的大石头。一块大
石头变成这张画的主体，在前景和远景中间的
一块奇石和一棵垂枝松树，无论石头还是松树，
都非常奇特。看起来让人眼前一亮，居然还有
这样的画法，而且画得如此有趣味。在石涛的
画中非常重要的，是常常带有一种禅趣。

石涛在自己的《苦瓜和尚画语录》中讲到
“一画论”，这应该是来源于老子《道德经》中的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以，中国画并
不是事先勾好图稿一点一点描出来的，而是心
中有所思，在画面上一笔笔生发而出。有了第
一笔才有第二笔，有了第二笔才有第三笔，最后
把它们圆融在一起。这本册页里的每一幅画都
是精心之作，它不是一遍完成，也不是两遍、三
遍完成，有些部位是多遍反复皴染而成。画中
的根根线条都很清晰，无论是烘染还是皴擦，都
十分讲究，这应该是石涛在艺术成熟期，身体处
于健康状态，精力旺盛时的精心之作。

更可贵的是这本册页一边是画，一边是书

法。书法，行、草相间，非常率意，与画面形成
一种对照。画是非常精致，是一种率意之中的
精致，跟工笔或宫廷画完全不同。比如《水西
观涨》，完全取法米家山水，是米芾、米友仁父
子的画法，我们称之为米点或者是米氏云山。
因为画的是下雨，所以树木混成了一片，看起
来用的就是一种混点。在中国画的点法中间，
混点有大米点和小米点，这是米氏父子创造的
一种皴法。画面下部的树，也是经历了风雨之
后，树叶融成了一片，画得非常有趣味。它又
类似于山，好像是连成一气的。最妙的是这一
排树中间的空隙处，有一个文士划船穿林而
出，太有趣味了！把大境界和小趣味结合在一

起，让人特别地赏玩不尽。画面上部像馒头一
样的重山，看似稚拙，又觉奇巧无比，所以他
的巧与拙相互衬托，在稚拙的趣味中包裹着他
的巧。构图上，三个较近的山峰与全用花青色
画的四个远山，连叠在一起，排布得非常有趣
味。画面中部大片的空白，空白处即是云烟。
这是雨后大自然的一种情景，他通过这样一种
实景感染了自己，回忆起来，把它画之于画
上。所以，中国画的写生不是当场去画，而是
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在回忆的时候，不重要
的东西统统都忘记了，最重要、最感人的东西
就记忆犹新。这是中国画写生很重要的一种
方法，与西洋画完全不一样。

石涛《山水集册·凌敲台》 石涛《山水集册·水西观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