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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品鉴

该碗直径 12

厘米，细白而稍

青，胎质很薄，素

雅恬淡，为彭窑白

釉小碗。

彭窑是以制瓷匠彭君宝的名字命名的，

叫“彭窑”，又因为坐落于山西的霍州，所以

也叫“霍窑”。彭窑主要仿制定窑中的白瓷

（也叫白定），胎壁较薄，釉色较为素气，只

有简单的花纹或没有花纹，釉面细白而光

滑，和定窑很类似，所以也叫“新定窑”。不

过，由于瓷胎中含有大量的铝，根本烧不到

制瓷所需的温度，所以，彭窑瓷比较脆。彭

窑创始于金时，盛行于元，而衰落于明清。

彭窑白釉小碗

收藏报告

工笔画是以精谨细腻笔法描绘景物的中国画表现方式，它以妙穷毫厘的细腻和艳丽的色调而辉煌一

时。历史上，由于文人画的逐渐兴起，工笔画相对沉寂。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汇，人们

精神追求的丰富，工笔画再次走向繁荣。我省工笔画历经了怎样的发展？目前现状怎样？记者为此专访

了工笔画大家朱秀坤、王道良。 记者 周玉冰

安徽工笔画的“全国地位”

该吉州窑剪纸

贴花梅瓶，高17厘

米。梅瓶上有两只

剪纸凤凰，一只直

冲云霄，一只俯冲

尘世，呈对立对称

状态。

吉州窑，因地

处江西吉州，故名，

它开创于晚唐，在两宋兴起，元代时渐渐衰

落。它的中心是当时的永和镇，因永和属于

东昌县管辖，所以又叫永和窑或者东昌窑。

吉州窑的最大特点是善于学习创新。

它不仅学习当时的定窑、磁州窑、龙泉窑、

建窑、景德镇窑等各大名窑的特点，并在此

基础上融会贯通，自成一派。尤其是像“木

叶天目”、“剪纸贴花天目”这类难得一见、

独一无二的特色瓷器。（品鉴人 黑王辉）

吉州窑剪纸梅瓶

艺术动态

女书法家墨香送女所
星报讯（吴敏） 日前，在省女书法家协

会主席陈萍带领下，女书协副主席邹富秋、

张维瑛、刘重秋、刘皖群，副秘书长吴敏、虞

积云，理事岳曲、韦明升、吕小平、鲍梅峥走

进安徽省女子劳教（戒毒）所，进行文化帮

教，不仅增送学习用具，还奋笔挥毫，鼓励

“学员”努力学习、走向新生活。

省文联副主席吴雪也来到现场挥毫送

上墨宝，省书协主席张学群还致电慰问干

警，勉励学员改造。

收藏大观 报头的收藏
朋友在邮政报刊发行部门工作，经常

接触一些外地报纸，收集报头有着得天独

厚的便利条件，既不花钱，又不费力。我

越看越感觉这些五颜六色的报头

很有意思。我是个报刊爱好者，亲

历报刊行业的兴旺发达。想当年，

我的城市只有《南京日报》，每天四

版且很小的版块，一份报纸，十多

分钟便看完了。我对文字的兴趣源

于那时，报纸是一个城市新近生活

的浓缩。

改革开放后，报纸的品种也随之

增多，在栏目和内容上有了突飞猛进

的发展。各省市除了日报、晚报，还

有新报、周刊；普及到区报、县报和行

业报；媒体的发展是与新闻和文化事

业发展齐头并进的，为我们收集报头

带来了乐趣。我喜欢报头那漂亮的

字体，很美观，值得收藏。

收集报头很难，难在它不像别的

商品那样任意流通，可以买卖。我就

请出差的朋友在他所去的城市购买，

省级的、市级的均可帮我留意。再就

是请报刊发行局的朋友帮我收罗，还

有是我的文章发表时，编辑给我寄来的样报。

后来我买来活页夹，按地区分门别

类。如今我已收集到22个省市自治区的

报头，包括英文、韩文和维吾尔族文字

等，让人感觉新颖独特，充满了浓郁的民

族特色。 陆建明

汪昌林《色彩合肥》展出
汪昌林水彩写生展《色彩合肥》12月6

日在合肥市政务中心阳光大厅开展，共展出

他创作的50多幅描摹“大合肥”水彩画。

画家汪昌林是土生土长的合肥人，国家

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安徽美

协水彩画艺委会副主任。

日前，著

名导演陆川

携新作《王的

盛宴》主创人

员来合肥与

观 众 互动见

面，省女书法家协会理事、三名书画院副秘书

长韦明升应左岸影院之邀，挥毫“王的盛宴”八

尺横幅榜书赠予剧组。导演陆川激动地说，要

是早来安徽，肯定用这幅字为片名。

韦明升《王的盛宴》赠陆川

过去：曾经组织一场展览很难

安徽自古文化底蕴深厚，在山水绘画

上涌现出了新安画派。但工笔画发展怎

样？“北宋时出现了李公麟、崔白等大家。

但发展至今，安徽工笔画与江苏、北京、天

津、甘肃、岭南相比，要薄弱些。”被誉为安

徽工笔画“领头羊”的王道良告诉道。

1983年，湖南农民工笔画展在北京展

出，在艺术届引起很大震动。安徽决定也

进京搞个工笔画展。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

长戴岳领衔抓这项工作，成立了安徽工笔

画研究会，指定王道良任会长，在全省范围

内发现工笔人才，两个月后，书画展先在明

教寺大殿预展，孔小瑜、黄永厚都请来参展

了，但两面墙还是挂不满，可见其时安徽工

笔画基础之薄弱。

发展：从申茂之到王道良

给当代安徽工笔画带来曙光的是申茂

之。他是著名皇室书画家溥心畲入室弟

子，1928年毕业于徐悲鸿担任校长的北京

艺术专科学校。上世纪五十年代，安徽引

进人才，申茂之被从无锡华东艺专引回到

家乡芜湖，任教于皖南大学艺术科。随后，

在合肥师范学院、安师大任教国画班的白

描、工笔重彩等课程，把工笔画的种子撒在

安徽，耿明、徐永万都是他的美术班弟子。

在工笔画的传授上，王道良功不可没。

他先后师承岭南大家黄幻吾和申茂之，作品

糅南北二派之长，刚柔并举，形成“王派风

格”。难能可贵的是，他记住两位老师的重

托，与儿子王涌女儿王琦一道，为安徽工笔画

培育人才。几十年的艰辛授艺，徒子徒孙加

起来有四五百人。原安徽美协主席章飚评价

说：“安徽工笔画，王道良是领头羊，是奠基

人，为安徽工笔画培养了大批人才。”

现状：队伍蓬勃壮大

近几年来，安徽工笔画形势喜人，在全

国第六届、第七届工笔画展上都有不俗表

现。省美协副主席、省工笔画艺委会主任朱秀

坤告诉记者，安徽工笔画队伍正在蓬勃发展。

梳理起来，安徽工笔画家聚集在合肥

较多，呈现出三大群体。一是“王派弟子”

数百人，他们继承的是传统工笔，较为突出

的有吕贤文、李树云、李晓明、陈拥军等

人。此外是传统基础上个性创新突出的一

部分群体，再者是毕业于高校美术专业的

学院派，他们创作上“岩彩”特色明显。

衡量一个画种的兴起要看代表性画家

和群体力量。除前面提及的人物外，陈林、

桑建国、王仁华、谢宗君 、赵松岩、马群鸿、

潘旺森、唐大柱、石兰、胡礼惠、胡玉、段云

峰、罗耀东、吴同彦、陈伟、周建祥、凌晓星、

张辉等人都在工笔画创作上成绩斐然，他

们中有人担任省美协领导职务，有人是省

市画院专职画家，有人担任艺术学院教授，

有人则频获大奖，在全国有一定影响。

从全国范围看，安徽工笔画处什么位置？

王道良评价说目前属于中等水平。与过去迟

滞不前相比，安徽工笔显出了旺盛的活力和

积极的探索，但呼唤出现陈佩秋、何家英、喻

继高、莫建成、冯大中、胡勃这样的人物。他

希望年轻工笔画家多向传统学习，苦练线

条，挑起振兴安徽工笔画的责任。

喜鹊绿梅（王道良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