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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2024年度上党文化大
讲堂第1场、总第113期在潞州区图
书馆五楼报告厅开讲。山西省文联副
主席、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靳忠
以《翰墨掇英——山西书画的昨天、今
天、明天》为题做了精彩讲座。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有着厚重的文化
底蕴和丰富的书画作品。历代山西书
画的代表性人物通过作品反映出了哪
些精神品质？山西当代书画艺术对于
前者有哪些传承和创新？我们又该如
何提升自身的艺术鉴赏能力？讲座结
束后，本报记者对主讲嘉宾靳忠进行
了独家专访。

探寻艺术真谛探寻艺术真谛

记者（以下简称“记”）：靳老师您
好，首先感谢您今天的精彩分享。讲
座中，您从古至今，结合作品，为我们
系统全面地讲述了山西书画艺术。您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书画领域的？
在研究山西书画艺术的过程中，您有
哪些心得呢？

靳忠（以下简称“靳”）：我从小受
家庭氛围的影响，对美术有着浓厚的
兴趣。8岁进入少年宫美术组学习，期
间，还跟随书法老师临帖，也就是从那
个时候起，我开始接触到书画艺术。
开始从事山西书画艺术的研究是在我
40岁的时候，在这20多年的创作、鉴
赏、研究过程中，我既愉悦了身心，又
惊叹于山西书画作品的丰富多彩。我
认为，鉴赏书画作品是个从理论到实
践的过程，需要多学习、多实践，不断
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才能对艺术作
品有独到的理解和看法。

记：在讲座中，您对历代山西书画
的代表性人物及其作品进行了分析，
您认为他们身上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
的精神品质？

靳：山西的书画历史博大精深、朴
实厚重，书画作品也是建立在坚实、朴
素的基础上，将情感完全地表达出来，
比如米芾的《深山夜雨》、高克恭的《云
横秀岭图》等，山西厚重的土地和粗犷
的山水，很容易孕育出脚踏实地的艺术
家和作品。在唐代绘画理论家张彦远
的《历代名画记》中，就有很多这样的记
述，张彦远也是我们山西人，他这本著
作的特点就是“实”。

因此，我认为山西人身上一个很
显著的精神品质就是“实”，体现在说
实话、办实事。不管是艺术创作还是
为人处世，我们都应该实实在在，摈弃
虚假。当然，除此之外，山西书画艺术
家身上的优秀品质还有很多，比如勤
奋、善良等，都是很质朴也是很宝贵
的。

传承艺术薪火传承艺术薪火

记：发展至今，山西当代书画对于
前者有哪些传承和创新？你对山西书
画的未来发展又作何期待？

靳：传承和创新是一个辩证关系，
先与古为徒，再与古为新；既古为今
用，又推陈出新。山西当代书画对于
前辈作品中的文化性得到了较好的传
承，做到了根植传统、向下扎根，这样
才能保持文化的一脉相承，创作出来

的作品也才有本质的风格。当下，我
身边的很多创作者都愿意主动而为地
创新，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吸收
前人的智慧，转化为自己的风格，这就
是艺术自然的创作过程。

现在有很多青年创作者情感丰
富、头脑灵活，对于艺术有很大的热
情，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山西书画未
来的希望。希望他们在如今良好的艺
术环境和充足的创作空间中尽情挥
洒，推动山西书画艺术向前发展。同
时,我也希望社会大众提高艺术修养,
广泛参与到艺术活动中来,共同呵护
这一充满生机的艺术事业。

领略艺术魅力领略艺术魅力

记：一幅好作品需要被“读懂”，在
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法
提高自身的艺术鉴赏能力？

靳：我认为还是要多看、多学，向前
辈学习、向生活学习、向作品学习。艺
术其实就是我们生活的凝结，多亲近自
然、多阅读书籍，提升自己的审美能力，
也就拥有了艺术鉴赏能力。

首先，要注重艺术知识的学习，艺
术鉴赏能力的培养需要建立在一定的
艺术知识基础上。因此，要学习艺术
史、艺术理论、艺术技巧等方面的知
识，通过系统学习，可以更好地理解艺
术作品的内涵和价值，提高艺术鉴赏
能力。在这里，我给大家推荐3本书，
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朱光潜的《谈
美》和宗白华的《美学散步》，都是美学
方面的著作，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大家还可以多参加多样化的艺术
活动，如音乐会、书画展等，这些活动
可以让我们亲身参与其中，增加接触
艺术作品的机会，通过对艺术作品的
观察和分析，发现其中的特点和规律，
从而激发自己的创新思维和创造力，
感受艺术的魅力和乐趣。

记：对于培养青少年的书画兴趣，
您有哪些建议？

靳：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通过培养艺术兴趣，青少
年可以拓展自己的视野，提升想象力
和创造力。无论是书法、绘画，还是音
乐、舞蹈，每一种艺术形式都能够带给
青少年独特的体验和成长。

我希望家长朋友们在培养孩子艺
术兴趣的时候，不要过于心切，也不要
把艺术当成一项技能，而是要通过让
孩子参加艺术活动去激发他们的艺术
潜能，找到兴趣点，从中收获快乐。拿
书法举例，家长可以多带孩子欣赏一
些书法作品，硬笔也好，软笔也罢，营
造一种书写的氛围，给孩子建立良好
的书写印象，而不是强制他们重复练
习，那样的效果反而不好。培养艺术
兴趣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慢下来，在
日积月累和潜移默化中得以提升。

记：一笔一划，一山一水，是一代
代山西书画艺术家的情怀，正是这种
坚守和执着，构成了山西书画艺术以
实为本的精神力量。希望通过您的
讲述，可以让更多人走近书画、了解
山西书画艺术，将目光重新聚焦家乡
的历史文化，传承优良品质，传播优
秀文化，共同开启山西书画艺术发展
的崭新一页。再次感谢您今天的分
享，谢谢。

延续山西书画艺术的精神力量
——访山西省文联副主席靳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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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春意融融，艺韵悠悠，由
中共长治市委宣传部主办的上党文化
大讲堂再度与广大观众见面。4月27
日上午9时，2024年度上党文化大讲堂
第1场、总第113期在潞州区图书馆五
楼报告厅开讲。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副
主席靳忠以《翰墨掇英——山西书画的
昨天、今天、明天》为题进行现场讲述。

本期大讲堂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
文联承办。主讲嘉宾靳忠现任山西省
文联副主席、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
席，山西师范大学书法学院客座教授，
山西侯马晋国古都博物馆研究员。

在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中，山
西书画艺术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本期讲座中，靳忠以山西书画的发展历

程为切入点，结合大量书法、绘画作品，
为现场观众细致讲解、分析了山西书画
历代代表人物、风格演变等，将独具艺
术魅力的山西书画展现在大家面前。
他讲到，山西书画艺术已有2000多年
的历史，发展至今，山西当代书画艺术
既有古风又有今韵，在一代代艺术家的
传承与创新中，相信未来的艺术作品会

更加多元、多彩。
当天，潞州区图书馆五楼报告厅

座无虚席，现场观众求知热情高涨。
互动环节中，靳忠针对现场提问给予
耐心解答，并鼓励在场书画创作者、爱
好者积极创作，共同推动山西书画艺
术的发展。

（黄玥）

第113期上党文化大讲堂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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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座无虚席。

嘉宾靳忠以《翰墨掇英——山西书画的昨天、今天、明天》为题做精彩讲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