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胸中一段奇
——《陆俨少精品选集》序：“三绝诗书画”（一）

我们的节日——2025女书画家春季联展

南京的女书画家一直就是金陵的一道风
景线，每年春天，都是女书画家们的节日，女艺
术家们以画相聚，各种特色沙龙更是让人感受
到江南书画艺术的传承和繁荣。此次“我们的
节日”女书画家三月联展，犹如一场盛大的艺
术盛宴，汇聚了众多才华横溢的南京女书画家
们的精品力作。在这里，观众可以领略到她们
从不同角度对生活、对自然、对人性、对世界的
深刻思考和精彩诠释。无论是细腻的情感表
达，还是宏大的社会叙事；无论是宁静悠远的

水墨意境，还是神韵盎然的书法艺术；无论是
传统艺术的现代演绎，还是前沿艺术的先锋探
索，都将在这个展览中一一呈现。

展览时间：2025年3月8日—3月18日
展览地点：玄武艺术馆（南京市玄武区板仓街9号B1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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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俨少先生去世三十二年了。四十七年
前笔者开始接触他的情景，依然清晰地浮现
在脑海里。那是1978年秋，我尚在南京博物
院工作，他自上海来南京，住汤山八三医院，
其时南博有“明四家”和“清六家”的画展，他
数次搭车前来，皆由我陪着观览，看后便在办
公室小坐，或谈论展览作品，或拈笔为我示
范。他说，他不理解现在许多画家对古画展
览的漠视，而他每看一次展览总有新的收
获。他还说，对古人也要分析，不是一概都
好。就明清十家展而言，是后胜于前了。他
的这些行动和言语，淡淡的，似乎很平常，却
反映了年届古稀的他，对于传统艺术的热情
追求和冷静分析。热是情感，冷是理智。这

“热”“冷”二字，大约正是造就先生艺术大成
的关键吧！

记得美国纳尔逊博物馆，曾拟于80年代
末举办陆俨少回顾大展，把他定位于中国最
后一位文人画大家。中国的文人画传统已经
有了千年的历史，大约不会就此断绝，而陆俨
少，作为中国文人画在当代的集大成者，则是
当之无愧的。

中国绘画的文人化，入宋才日趋鲜明。倡
导者之一的苏东坡（1037—1101），就最具典
型性——集诗人、书家、画手于一身。尔后，
诗、书、画的一体，便渐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
艺术美学风尚；诗、书、画三绝，也就成了评定

文人画家的最高标准。
在当代，由于社会的变革和西学的影响，画

坛上可称为“三绝”的人已稀如星凤，而陆俨少
先生是足以当之的。他十八岁从学清末翰林王
同愈（1855—1941），又经王引荐，拜冯超然
（1882—1954）为师，“一面读书，一面写字，和
画分头并重，互相促进。”（《陆俨少自叙》）他习
诗，读过许多选集，于杜甫诗最为心爱，通体读
遍，并时有仿作；他学文，读《史记》《韩昌黎文
集》，又读《世说新语》《水经注》《山水记》等；学
书，“初学魏碑，继写汉碑，后来写兰亭。”（《陆俨
少自叙》）学画则从“四王”入手，临过王同愈所
藏的王时敏、王翚和王原祁的真迹。冯超然见

到他临的王东庄（“小四王”之一）册页，“大为赞
赏，认为可以乱真”。可见在他艺途的开端，就
确立了“三绝”的方向。

俨少先生在1990年写的《学画微言》中提
出：“十分功夫：四分读书，三分写字，三分画
画。”画外功夫占了七分，这正合了中国文人画
的前提，首先要做一个文人。先生说：“第一是
读书，因为读书可以改变作者的气质，气质的好
坏，是关于学好画的第一要事。”又说：“中国画
注重骨法用笔，亦即首先讲究笔的点画，一支毛
笔，用好它必须经过长期刻苦的训练，而写字是
训练用笔的最好方法”。对于画家来说，这画外
的七分功夫，终极都又服务于画的。

俨少先生一生写过多少诗，大约尚无统
计，据说在蜀八年中他曾写了满满一本诗稿，
可惜失散了。但在他附于《杜陵秋兴诗意图
卷》后的六首五律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那时
他为诗的风采：“绿竹倚花净，清江隐雾深。
家山无短梦，巴蜀人长吟。”充满了画意与情
感，与杜陵确有合处。在他晚年，境遇渐佳，
时有诗作，或为纪游，或为寄兴。如1983年8
月返故乡嘉定，觞于凌云楼，即席所赋：“故乡
重到隔年期，又见高楼卓酒旗。对景君看非
旧日，凌云我欲赋新诗。崇朝霪雨晚晴好，向
夕斜阳幽草宜。余热犹堪驱使在，及令筋力
未全衰。”

陆俨少《山水诗意图》 陆俨少《阆山之胜》 《陆俨少精品选集》

在儿童文化教育领域，优秀图画书对塑
造儿童精神世界意义重大。3月5日下午，中
国美术家协会“新时代青年美术人才培养计
划·以美筑梦——‘儿童图画书创作100’作
品展览”南京站于雨花美术馆盛大开幕，这是
一场知识与艺术交融的绘本盛宴。

展览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中国
美术家协会主办，中国文联美术艺术中心、中
国美协插图装帧艺委会、中国美协漫画艺委
会、中国美协连环画艺委会、中国美协少儿美
术艺委会、中国美协动漫艺委会、中国美协策
展委员会、中国美术家协会青少年展览与推广
中心、南京市雨花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南
京市雨花台区教育局、南京市雨花台区文化和
旅游局联合承办，雨花美术馆协办。

“新时代青年美术人才培养计划”是中国
美术家协会组织实施的重要人才培养项目，
旨在培养青年美术人才，提升中国原创儿童
图画书的创作水平与出版质量。该项目自
2023年 6月在中国文联指导下发起，已先后
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长沙美仑美术馆、河北
秦皇岛歌华营地、大连鲁迅美术学院、宁波镇
海区纯中美术馆等地巡展五次。此次雨花美
术馆的“儿童图画书创作100”作品展览是巡
展第六站，也是该项目的重要成果展示。

展览中的作品构思新颖巧妙，贴近儿童

的视角和生活，艺术手法丰富多样，展现了青
年美术创作者们对于儿童世界的深刻理解和
独特表达。众多观众慕名前来观展，不少家
长表示，展览让孩子在欣赏美的过程中受到
教育启发，对孩子成长十分有益。

此次展览不仅为南京的艺术爱好者带来
了视觉享受，更为中国原创儿童图画书的发
展注入新活力。中国美术家协会表示，将以
此项目为载体，探索建立长效的扶持、培养和
激励青年美术人才机制，持续推进优秀原创
儿童图画书的创作，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
风格、中国气派的儿童图画书。

展览展期将持续至3月25日，快来雨花
美术馆，与这些充满创意和想象力的儿童图
画书作品亲密接触吧！

以美筑梦——“儿童图画书创作100作品展览”巡展南京

感悟生活——2024江苏省美术馆艺术家作品展
展览时间：2025年3月1日—3月23日
展览地点：江苏省美术馆1—3号展厅（南京市长江路333号）

“感悟生活——2024江苏省美术馆艺术
家作品展”汇集了中国画、书法、油画、版画、
雕塑等多种门类作品。江苏省美术馆艺术家
们秉承感悟生活、反映时代的创作理念，自觉
地做新时代的参与者与表现者，努力从当代
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主题、捕捉创新
灵感，反映新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新时代的
精神图谱。同时，艺术家们立足现实感受与
当代视觉经验，充分发掘自身优势，在材料使
用、表现技法、审美意趣等方面，探索实现艺

术语言的创新
性发展，呈现
出多元化和个
性化状态。展
览作品从不同
视角反映社会
发展，表现形
式多种多样，
充分显示了艺术家们蓬勃向上的创造活力和
自信昂扬的精神气质。

本次展览设在风景秀丽的扬州梅花岭，
这里叠石成趣、梅花争艳，为参观者营造出
清幽雅致又充满自然韵味的艺术氛围。扬州
市国画院的艺术家们以笔为媒，以心传情，
于山水、花鸟、人物间铺陈出一幅幅生机盎
然的春日画卷。展览中的作品，无不洋溢着
春的气息：瘦西湖的碧波荡漾与柳丝轻拂相
映成趣；玉兰花下，花瓣轻展，蝴蝶与春风共
舞；春日里的人们造型各异、栩栩如生，在庭

院中悠然赏景，举
手投足间尽显生活
的烟火气息与春日
的温暖祥和。扬州
市国画院希望此次
展览如春风般，为
观众带来美好和希
望；国画艺术如春梅般，在新时代的春风中
绽放出绚丽光彩。

春风有信——扬州市国画院新春作品展
展览时间：2025年2月25日—3月24日
展览地点：史可法纪念馆·梅花仙馆展厅（扬州市广储门外街24号）

“心灵所归”当代艺术展将于3月 16日
在苏州金鸡湖美术馆揭开神秘面纱。本次展
览由知名策展人杜曦云精心策划，会聚了22
位来自不同创作领域的优秀艺术家。他们以
独特的艺术视角，或揭示日常生活中的精神
褶皱，或表达对生活的深刻洞察，或描绘心
灵与故土、传统之间的深厚联系。尽管风格
各异，但他们都怀揣着同一份执着——探索
心灵的归宿。展览以“心灵归所”为脉络，通

过近80件艺术作品表达探讨了：心灵的澎湃
与热爱；心灵的反思与追寻；心灵的宁静与
超越。

“心灵所归”当代艺术展
展览时间：2025年3月16日—6月22日
展览地点：苏州金鸡湖美术馆
（苏州工业园区观枫街1号苏州文化艺术中心二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