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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

吴泽浩，1943年7月生

于广东省汕头市，1966年毕

业于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

系，1968年到山东从事美术

创作与文艺领导工作至今，

擅长人物、山水画及书法，现

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

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

协会会员、九三学社中央书

画院副院长、中央文史馆书

画院研究员、山东省美术家

协会顾问、山东省政协联谊

书画院副院长，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建立

吴泽浩艺术工作室。

张登堂，1943年生于山

东聊城，自幼拜师习画。1962

年毕业于济南艺术学校美术

科。作品主要为山水画等题

材，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济南画院名誉院长、山东

省美协顾问、山东省政协联谊

书画院副院长、山东画院山水

画研究会会长、国家一级美术

师。代表作品《雄峙》、《泰岱旭

日》等巨幅山水画分别悬挂于

中南海、钓鱼台国宾馆、人民

大会堂、山东大厦等重要场

所，在国内具有很高的声誉。

济南的秋天最是迷人。曾

在济南做官的元代大画家赵

孟頫，其一幅《鹊华秋色图》所
描绘的济南景色让人神往。遥

想当年赵孟頫徜徉山水陶醉
于鹊华秋色的场景，吴泽浩、

张登堂两位当代名家合作了

这幅《赵孟頫鹊华秋色》。这既

是两位画家的又一次笔墨对

话，又是思古衔今的艺术和人

生感悟。

吴泽浩先生说，赵孟頫生

活在宋末元初，而其绘画上的

成就，也正是承上启下，他不

仅是一个画家，也是一个书法

家，一个诗人，是艺术上的全

才，传统文人的代表。吴泽浩

先生在画面上描绘出赵孟頫

的形象——— 神态安适而气宇

轩昂，衣带飘飞更衬托出其潇

洒飘逸。“赵孟頫的性格应该

是随和的，有人情味的。他的

《鹊华秋色图》其实就是画给

朋友，解其思乡之苦的。”吴泽

浩先生说。

我们不妨“穿越”到1295

年，时年42岁的赵孟頫自京城

辞官回到家乡吴兴，与周密等

几位好友相约饮酒作诗。他曾

在山东济南任官三年，遂盛赞

济南山川之胜，谈及鹊山和华

不注山，一个浑圆敦厚，一个

尖耸入云，形态迥异，却皆峻
峭巍峨，在场的人为之神往。

唯有周密一人沉默不语，追问

之下，才知周密祖籍山东，宋

靖康元年金兵南下，北宋随后

灭亡，周密的曾祖父周秘随高

宗南渡，迁居吴兴。周密从未

回过山东故乡，此时勾起乡

思，不禁神伤。赵孟頫闻言，起

身去书房取来纸笔，凭记忆勾

画济南二山相赠，《鹊华秋色

图》由此诞生。

张登堂先生说，“可能有

的艺术家更刚硬些，而赵孟

頫更柔和一些，全面一些，更

重要的是，因为他的这一幅
画，人们都记住了济南，向往

济南。”

围绕吴泽浩先生勾勒出

的赵孟頫这一人物形象，张登

堂先生在画面上添绘了茂密

的大树。他精心调色，然后用

干笔层层皴擦点染，描绘出秋

色的绚烂与醇美。只见画面

上，赵孟頫在书童的陪伴下，

正漫步于秋日的济南。黄叶点

点，好似秋天的华服；惊飞的

野鸭，营造出生机一片；几笔

秋荷，则让人感受到这般美景
正是济南大明湖畔。

吴泽浩、张登堂两位名家

皆以书法用笔入画，此图用精
湛的提、按、顿、挫、转、折等笔

法，或疏或密，或干或湿，或浓

或淡，在纸上留下的线条简率

而意蕴深厚。而同时，画面上

也不乏用细笔中锋勾画的细

节，平添了不少细腻委婉的情

调。整幅画面设色明丽清淡，

大气、古雅。

画的虽是古人，其实表

达的是两位名家的真实感

受。吴泽浩先生是广东汕头

人，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毕

业，1968年来到济南工作，先

后在济南市群众艺术馆、济

南画院、济南市文联从事美

术创作及文艺组织领导工

作，“我来济南已经43个年头

了。记得刚到济南那一年，大

明湖结冰好厚啊，北园一带

还是乡村，民风淳朴，景色怡

人。”张登堂先生是山东聊城

人，5岁时随家人迁到济南，

60多年了，他见证了济南的

发展与变化，记忆中抹不去

的，还是老济南浓浓的味道。

吴泽浩和张登堂两位画

家都是当今山东画坛的重要
代表人物，两人合作的时间也
很有些年头了。“我们从1969

年就合作，在济南群众艺术馆

是同事，1979年一起成立济南

国画研究会，之后又一同参与

创建济南画院。上世纪80年代

又一起参加‘台湾同胞爱国怀

乡诗意画’的创作，很多大活

动我们都在一起，志同道合。”

张登堂先生说。去年，他们又

启动了“海疆万里行”大型写

生、创作活动，“我们的想法是

发扬深入生活、写生不辍的传
统，同时在美术界倡导一种为

艺术而拼搏、奋斗的正气。”吴

泽浩先生说。

这次合作是在吴泽浩先

生的画室“铁塔轩”进行的，当

时阳光满屋，大家的心情也十

分灿烂，正所谓：古来鹊华秋

色美，品茗谈艺更醉人。

本报讯 1 . 187亿元！13日
下午，西泠印社秋拍现场1807

号拍品八大山人的《竹石鸳鸯
(芙蓉鸳鸯图)》经历了一场惊
心动魄的竞价过程后成交。“这
是目前中国古代书画南方拍卖
市场的最高价。”西泠印社副社
长、西泠拍卖顾问童衍方先生
称。

这幅作品作于1705年，为
八大山人晚期风格的代表作。

晚年，八大山人经历了家国之
痛、阅尽了人生沧桑。由于生活
渐趋平淡，风格转向深涵蕴藉。

“这个时期的作品是八大山人
最成熟的作品。他的写意的艺
术表现形式还影响到后来一大
批写意画家，比如齐白石、吴昌
硕等。”童衍方非常认同八大山
人作品的艺术价值。 (天天)

雍正时期花瓶拍550万欧元

本报讯 据巴黎德鲁
沃拍卖行14日宣布，在皮雅
萨拍卖公司组织的拍卖会
上，一只大清雍正时期的中
国皇家花瓶以554 . 7万欧元
成交。据悉，买主是位中国
收藏家。

这只瓷花瓶高51厘米，

印着大清雍正年制字样，估
价介于100万到150万欧元之
间(手续费除外)。花瓶图案是
盛开的牡丹花枝，造型为天
球瓶。这种造型的花瓶极为
罕见，一般用于装饰宫殿或
皇家卧室。 (欧时)

徐悲鸿《双骏图》将亮相

本报讯 包括徐悲鸿力作
《双骏图》在内的数百件经典艺
术品将亮相2010年山东春秋秋
季艺术品拍卖会，此次拍卖将
在12月26日举锤。

此次拍卖分为近现代书画
专场、中国油画专场和无底价拍
卖专场。近现代书画专场将隆重
推出包括徐悲鸿、张大千、董寿
平、陈半丁、黄胄、启功、李苦禅等
近现代名家精品在内的三百余件
书画作品及三十余件油画精品。

其中，徐悲鸿的《双骏图》创作
于民国35年早春(1946年)，为黄
氏老夫人贺六十大寿的珍贵贺
礼。笔墨之放纵老到，一气呵
成，他笔下如风似电、奔向光明
的神骏也早已成为觉醒的民族
精神的象征为其典型的徐氏手
法。此幅作品特点：中西融合、

构图新颖，画中双骏神采奕奕，

一匹高头大马四蹄奋进、昂首
向前，另一匹侧首顾盼，应向呼
应。画家运用饱酣奔放的墨色
勾勒，笔墨干湿、浓淡浑然天
成，力透纸背，比例结构和谐，

呈现出一种精神抖擞，豪气勃
发的面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2010年秋拍中，北京荣宝拍出徐悲
鸿单马图1680万，中国嘉德拍出
单马图2240万，北京传是拍出单
马图3360万。相信此幅《双骏图》

同样能得到众多藏家的青睐，定
能再创秋拍新高。

此次春秋秋拍中国油画部
分，经过专家以及学术团体的推
荐，共汇集国内外油画精品30余
件。除了在全国油画界耳熟能详
的大家外，此次拍卖也将着重推
出享誉全国的山东籍画家，他们
都为我省的美术文化建设留下深
深的一笔，如时任山东艺术学院
美术学院院长的毛岱宗，现在已

然是山东油画界的领军人物，此
次拍卖就征得了毛岱宗先生的多
幅作品，其中不乏《山村细雨》这
样的精品。以及现任山东油画学
会副主席王力克、山东著名女油
画家王玉萍等的多幅作品，一定
会使各位藏家喜出望外，想必会
有令人满意的收获。

另外，近年来中国各大拍
卖行在无底价拍卖的过程中，

很多都拍出了不斐的成绩。值
此春秋拍卖成立七周年之际，

也将特别推出无底价拍品，供
诸藏家前来淘宝。 (本报记者)

(山东春秋拍卖有限公司

2010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将于

2010年12月26日上午9：30在山

东大厦举行，并于12月24日—

25日在山东大厦一楼多媒体厅

进行预展。)

▲张登堂(左)、吴泽浩在创作
▲《赵孟頫鹊华秋色》 吴泽浩、张登堂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