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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个家家族族的的美美术术馆馆

郭味蕖美术馆，坐落在潍城区一排排民居中，

路人都会不禁盯着一新一老两座建筑看上几眼。作

为潍坊最好的艺术展馆，它展览过国内诸多顶尖艺

术家的作品。然而，即便如此，在许多市民眼中，眼

前这两幢安静典雅的建筑仍与自己绝缘。

2008 年，郭味蕖美术馆开

馆。这个美术馆，浸透了郭家三

代人的心血与梦想。郭家后代建

立美术馆，是为了传承和发扬先

辈的艺术成就，更为了在潍坊弘
扬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在全国范
围内，这是一座自创办后，运作

较为成功的美术馆，每次展览都

有许多文化界人士与市民前来参

观。

曾经苦难的老宅院

坐落在东风东街上的郭味蕖

美术馆，分为旧宅院和新建美术
馆两部分。如今，东侧的砖瓦房
院落正在修缮，修缮后将还原郭

味蕖先生居住时的布置。

郭味蕖先生是中国近现代最

重要的画家、美术理论家和美术
教育家之一，为建立我国现代花

鸟画的教学体系做出了重要贡

献。郭家，在潍县有着五百年历

史， 1908 年，郭味蕖出生。他自
幼便受到良好教育，一直住在郭

宅街。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

郭味蕖将郭宅街转让给了新进城

的新华书店，随后买下了如今的

郭味蕖美术馆东侧的旧宅院。此
后郭味蕖担任着潍坊市美术研究
会主任，这处宅子也成为了当时

艺术家的聚居地。两年后，郭味

蕖调到了北京中央美院工作，住
宅由妹妹居住。近二十年后，等

郭味蕖夫妇再回来时，曾经的院

落里却饱含了文革的苦难。

1969 年年底，在北京饱受批

斗的郭味蕖夫妇回到了潍坊的宅

院，因是被疏散遣返，所以郭味

蕖把这座宅院称为疏园。

经历了文革，郭味蕖感到自

己的书画水平有些退步，便列出

了学习日课表，以学习毛主席著

作为主，间或练习笔墨书画。此
时家中缺书缺材料，郭味蕖便经
常向远在外地的子女写信，索要
诗集、年表、版画史、字典、印
色等。

疏园里别家住户养了许多鸡

鸭鹅，爱花的郭味蕖不喜欢，便
在院子里种了很多花草树木。此

时腿染疾病的郭味蕖把赏花作为

一大乐趣，如今疏园里郭味蕖亲
手种下的枫树和紫荆都已枝叶繁
茂。

因为缺少书画的地方，郭味

蕖便自己和泥、打坯、捡砖头、

买芦草，在正房北面建起了一间

七平方米的爱竹茅堂。因为缺木

料，小窗户还是用法国油画外框

做成的。

因为腿部疾病，郭味蕖已很
少站着作画，却写了多幅对联，

在对联中，抒发了自己壮志暮年

的感慨。如“壮志不随华发改，

豪情时从斑管生。”

因为文革批斗，邻居们都对

他敬而远之， 1971 年，郭味蕖因
为腿部疾病突发逝世。虽然在疏
园里经常卧病在床，郭味蕖仍以
惊人的毅力创作了大量的作品，

撰写了百余幅对联，并在没有任

何资料的情况下，完成了著名的

《 写 意 花 鸟 画 创 作 技 法 十 六

讲》。此时他的绘画题材集中在

松、竹、梅、兰，这些传统文人

画的笔墨，传达出了郭味蕖晚年

坚毅、不入时流和“烈士暮年、

壮心未已”的文人情操。

新旧共存的美术馆

1991 年，老宅院作为郭味蕖

故居被辟为“郭味蕖故居陈列

馆”，里面展示了郭味蕖

的 起 居 、 创 作 概

况，还有本人及

其他艺术家的作

品。

文革结束后，为了传承和发
扬郭味蕖的艺术成就，更为了在

潍坊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郭

家人就想为老人重建故居。郭味

蕖美术馆的最终建成是家人、政

府和朋友们努力的结果。 1991 年

开放陈列馆时，老人的三儿子郭

怡孮奔走邀请父亲生前的老朋友
们，获得了二百多件艺术品的捐
赠。但老宅院条件简陋，空间有
限，许多展柜经常会发霉，于是
各方萌生了建新馆的想法。

2000 年，全国政协书画界的
14 名委员提出了建设郭味蕖美术
馆的提议，获得了政府支持。最
终，潍坊市政府提供了陈列馆西

侧的土地，由郭味蕖家人自筹资

金投资建立郭味蕖美术馆。

“家里人基本都是教师，都

住一些小房子，也没什么钱，一
直守着文革后退回来的藏品，也
从来没想过分家。”郭味蕖的孙

子郭远航说，为筹集建馆资金，

后代们便拍卖了一部分藏品和郭

世后代自己创作的艺术作品，其

中有吴昌硕的《红梅》、黄宾虹的

《山水》等。在此之前，郭世后代一
直谨慎保管着郭味蕖留下的藏品，

即使生活再窘迫，也没有动过其中

一分一毫。

2008 年，现代化的郭味蕖美术
馆正式开馆。上下两层的馆室里陈

列着郭味蕖在每个时期的代表作。

作为潍坊最好的展览馆，这里经常

会举办大型展览，为潍坊本地艺术
家提供展览机会，并将国内顶尖艺
术家的作品带入潍坊人民的生活。

发扬传统艺术的渴望

新馆建成后，郭味蕖美术馆是
繁荣与成功的，已经举办过 30 多场

书画摄影展，其中三分之一为公益
展出，每次展出都有大量文化界人

士与市民前来欣赏，在国内，这种

人气是很多美术馆所欠缺的。然

而，即便如此，在许多市民眼中，眼

前这两幢安静典雅的建筑仍与自

己绝缘。

“全家曾讨论过办馆要干什
么，结论是提供一个中国传统艺术
交流、学习、研究、教育的平台。”郭

远航说，郭氏后代把这座美术馆看

做是对先辈艺术成就的延续与坚

守、将书画艺术发扬光大的渴望。

在运营方面，全国各地的美术
馆基本都是赔钱的，在财政上依靠

国家补贴或私人赞助。郭味蕖美术
馆也不例外，政府的资助占了运营
经费的绝大多数。虽然许多艺术家

以在郭味蕖美术馆办展览为荣，

但展览次数少与收费较低，让郭

味蕖美术馆根本无法独立运营。

如今，管理方想在美术馆开辟画

廊，可以对外售画，以增添一些
经费，但画廊必须与市场接轨，

如今的画廊仍处于探索初期。

潍坊有良好的文化底蕴与艺
术氛围，为郭味蕖美术馆举办高

层次的艺术展提供了大量的参观

者。但美术馆的管理方希望，能

有更多的人走进美术馆，能有更

多青少年了解并喜欢中国传统艺
术。

为此，郭味蕖美术馆致力于
引入国内最好的艺术作品，并进

行了针对于青少年的展览与培

训。 2008 年新馆刚开馆，就展览

了从中央美院挑选出的七十多幅
院藏学生作品，给本地艺术学生

和高考的美术生借鉴。如今，每

当中小学生放假，美术馆里就会

举办美术教育班，让更多的孩子
接触中国传统艺术。

但引进国内最好的艺术作品

并不简单。动辄数十万的借展费
用及安保、运送的繁琐昂贵程

序，都是横亘在美术馆与顶尖艺
术品之间的隔阂。

而今，美术馆已免费对外开

放，郭远航说，希望有更多的市
民能进来看看。如今的郭味蕖美

术馆是郭世后代对先辈艺术成就
的延续与坚守，更饱含着将中国

传统书画艺术发扬光大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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