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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宗 轲，著 名 画 家，山 东 临 沂 人，1944 年

生。大专文化，中共党员，自 1985 年起先后进

入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中央美院培训班学习进

修。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

师、中国王羲之书画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央办

公厅老年书画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艺术交流

协会顾问、国际现代艺术中心顾问、中国文化

传媒研究会顾问、中国书画家协会常务理事、

中国书法艺术研究院山东分院院长、中国书画

国际大学临沂校区校长、硕士生导师、中国水

墨 艺 术 研 究 院 副 院 长、北 京 雪 梅 书 画 院 副 院

长、临沂市美术家协会顾问、临沂市拥军书画

院 院 长、临 沂 市 老 年 书 画 协 会 副 会 长 。 1998

年 李 宗 轲 应 邀 到 新 加 坡、马 来 西 亚 讲 学 和 举

办画展。出版《李宗轲画集》、《中南海与沂蒙

山的笔墨缘》、《李宗轲张进跃作品集》。许多

作品被中南海、毛主席纪念堂、周恩来纪念馆

收 藏，作 品 流 传 世 界 十 几 个 国 家 。 其 作 品 入

编《中国美术界名人名作博览》、《国际现代书

画 篆 刻 家 大 辞 典》、《中 国 当 代 艺 术 界 名 人

录》、《世界现代美术家辞典》、《当代书画篆刻

家 辞 典》、《世 界 华 人 精 英 艺 术 家 百 人 集》，

2009 年 被 文 化 部 人 才 艺 术 中 心 编 辑 出 版《中

国 美 术 大 家》、《影 响 中 国 100 位 艺 术 大 家》、

《当代艺术英杰》作品集，并颁发证书，中国文

联出版社出版 2011 中国书画收藏指南时将其

作品收录在《中国当代书画十大名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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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礼堂，1935 年生于湖

南省桃江县，1995 年 6 月在

湖南省公安厅退休，正处级、

三级警监，中共党员。现系

中国名家书画院、中国书法

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国学

研究会研究员，湖南湖湘名

人书画馆馆员，湖南省书法

家协会、老年书画家协会、省

直书画家协会、省直老年书

画家协会、杜甫江阁书画院

会员，湖南省政法系统书画

诗词研究会秘书长。

近 20 年来，潜心研习书

画，主攻多类篆体书法和花

鸟画。作品多次参展、参赛、

入 典 和 被 收 藏 。 重 要 获 奖

有：“世界和平金杯，千年和

平金奖”、“环保世纪行，情系

中 华”金 奖、孔 子 诞 辰 2560

周年创作一等奖及首届中国

名 家 世 博 艺 术 杰 出 成 就 奖

等。其为建军 80 周年创作

的书法作品在中国军事博物

馆展出并被收藏。

张洪彬（本名张红斌）男，

1956 年出生于重庆合川。先

后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西南

大学美术学院，2002 至 2003

年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访问

学者，重庆文理学院美术学院

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重庆分

会会员，重庆市水彩画研究会

会员。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为其出版发行了《张洪彬

水彩水粉作品集》。其美术作品在中国权威核刊《文艺研

究》、《美术观察》、《装饰》、《艺术市场》和《中国收藏》、《中

国水彩》、《美术界》、《美术大观》等期刊发表近 200 幅，十

多篇论文在权威期刊《美术观察》、《文艺研究》、《文艺争

鸣》、《前沿》等上发表；作品数次被中国邮政明信片、邮

票、电话卡等刊用。水粉画《风景》入选 1997“红烛颂”全

国书画作品大展赛获“铜奖”（国家教委、中国美协等主

办）；水粉画《花卉》入选中国新世纪艺术大展获“三等奖”

（徐悲鸿国际艺术研究会、中国历史博物馆主办）；水彩、

水粉画十多次入展省级美术大展。2004-2005 年，他担

任重庆市高校美术招生评卷教师、重庆文理学院美术学

科高级职称评委、本校美术学科学术委员会委员、校级水

彩重点课程负责人、校级科研项目负责人、校级水彩教改

项目负责人,曾任本校校级教学督导委员；其间，其美术

作品被艺术馆院等单位及国内外收藏家收藏、多次参加

各地大型艺术品拍卖会；并多次编入国家级辞书和画册；

多家大型网站介绍宣传其艺术成就。

张洪彬作品刘礼堂作品

李宗轲作品欣赏

乌江石壁 水彩画 2005 年 107×75cm我想有个安全的家 水彩画 2012 年 76×53cm

■ 任钦功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两国在各个方面

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两国的交流

由来已久，从初期的遣唐使、鉴真和尚的六次

东渡，时至今日日本岩彩画风在中国的盛行，

无不显示出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传统。

在日本近现代美术史中，我非常喜欢的一

位画家是日本风景画家、散文家东山魁夷

（1908-1999）。他保持了日本传统绘画的手法，

同时兼容并蓄地吸取了中国和西欧的艺术风

格，创造了崭新的、过去日本画中未曾有过的新

形式。他的风景画以西方写实的手法捕捉日本

的情调之美，善于展现未经尘世污染的纯洁的

自然景观。画中虽无人物出现，却无不透出天、

地、人之灵气，处处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强

烈的人文情怀。观赏他的风景画给人以恬静优

美、心旷神怡、余音绕梁之感。他所用材料大多

为矿物颜料，画风充满着浓厚的日本情趣，又具

有新的时代思想精神。画作在保持原有的平面

性的同时增强了时间空间感，在装饰性中抒情

寓意，格调高雅蕴藉，充满诗情哲理，透着淡淡的

伤感。东山魁夷的艺术在日本享有很高的声

誉，在国际上同样博得广泛好评。

2004 年我留学日本时，有幸看到东山魁

夷在神户市兵库县立美术馆的回顾展览。

展览时间从樱花盛开的 4 月延续至明媚的 5

月，持续一个月的时间，而每天参观的人流

如潮，可以想见东山魁夷在日本百姓心中的

地位和他艺术的影响力和震撼力。

展览的举办缘于东山魁夷的少年时期

是在神户度过的。这是一座靠山靠海的美

丽城市，他喜欢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这使

他对大自然产生一种莫名的亲切感。他喜

欢到神户、须磨的山地里去，独自在林木蓊

郁、树林倒映的地方写生。但是初三的时

候，第一学期刚上一半，因为生来羸弱，他不

得不休学疗养，在淡路岛的志筑小镇尽头一

间冷清的屋子里寂寞地度过了两个多月，一

直到暑假。中学时代的这种体验，对于他的

一生都很重要。

到了中学高年级，是决定今后人生道路的时

候，他决心当一名画家，其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喜欢

绘画，更是这种年少时期的经历的归结。其父起

先坚决反对他当画家，后来觉得“这孩子体弱多

病，算了，就当没这个儿子似的，由他去吧”。

东山的家庭环境及社会关系均与艺术

无缘。当他开始成为画家时，他钟情于油画；

对西方文化的倾倒伴随终生。1926 年，他考

入东京美术学校时，命运却将他安排在日本

画系。当时的日本画系主要受结城素明和松

冈映秋两位教授的影响。结城刚从国外留学

归来，满腔热情地大声疾呼从国际视野引导

日本画的新发展；松冈则精神百倍地鼓吹从

新古典主义立场推进传统大和绘的技法。东

山从这两位观念相反的指导者那里接受到同

样热诚的教育，心中则另有“磁针”。

1931年，东山刚毕业就打算实现宿愿——

去欧洲，不是做一般的美术旅行，而是生活几

年。从新古典主义到后印象主义，世界美术的

中心在法国，但东山更崇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

代的英雄主义。不过，东山最先选择的却是德

国，出于对音乐和歌剧的热爱，他倾心歌德、席

勒、巴赫的魅力，更由于那里是哲学的理性王

国，康德、黑格尔在他也是心仪已久。有人劝

说，作为一个日本画的学生，接触西方文化、体

验西方生活，不利于自身的发展。在矢代幸

雄、结城素明等名教授的坚决支持下，东山赖

以成行，从“日出之国”来到“日落之地”。

当时，欧罗巴大陆上正风靡着形形色色

的现代主义流派，东山却一头扎进柏林大学

哲学系，间或巡游于各国博物馆寻觅西方的

古董。西方古典哲学和古典美术的熏陶，孕

育了他以后创作中所展现的深刻哲理和古

典韵味。

西方文化对东山的深刻熏陶，使他对战

后的西方潮流并不感到突然。他一次又一

次去欧洲，或写生、或考察，接受古典的、现

代的各种流派的洗礼。对于激进的、全新的

艺术观，他不是马上做出反应，而是通过自

己的内心世界、环境和历史来检验。对东山

来说，更有兴趣、更切实的是艺术家本身应

如何。深究之，归结为：日本的美是什么？

为了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本民族的艺术，

或须欲扬先抑，否则欲速则不达。暂时抛开

它，专注于研究西方艺术，蓦然回首，会惊奇

地发现本民族艺术之美，令人销魂的美。“人

目短于自见，故借镜以观形”。

东山魁夷与中国也有着不解的情缘。

他曾 3 次到过中国，到过风景优美的黄山、山

水甲天下的桂林和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要

道———丝绸之路。这 3 次中国之行，使他

深深步入了中国玄妙的水墨画世界。自此影

响着他后半生的创作手法和创作理念。他以

中国风景为对象所做的画，几乎都是采用水

墨。中国民族审美传统深深地浸润了他的内

心。上世纪 80 年代，从他为我国唐代高僧鉴

真东渡日本创建的唐招提寺精心绘制的多幅

障壁画以及《京洛四季组画》等可以看出，他

对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的学习与继承发展。那

细腻的笔触、诗般优美的意境、撩人心绪般旋

律，萦绕着观者，久久驻足。

很喜欢他说过的一段话：“在所谓无常

的宿命论中，产生了我们的一切。现在的我

们不就会产生一种与自然共同生存的连带

感吗？这时，人与自然的沟通就一定能产生

爱和美。”细细品读他的每幅作品，无不让人

沉浸在他所描绘的大自然的唯美世界中。

我喜欢这样的美好“心景”，喜欢这样诗

意的画家。 （转载于《中国书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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