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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齐放（印文） 诸乐三

是医者，也是诗书画印“会通”的艺术
家，还是从教超过一甲子、桃李遍天下的名
师……他就是诸乐三。日前，由中国美术学
院、西泠印社、北京画院、安吉县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的“艺者仁心——纪念诸乐三诞辰
120 周年艺术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展。
展览汇集作品 90 余件，从诗画、书法、篆
刻、教学4个角度，回顾诸乐三的创作经历
和艺术人生。

诸乐三 （1902—1984），原名文萱，浙
江安吉人，自幼酷爱传统艺术，后赴沪求
学，师从吴昌硕，历任浙江美术学院教授、
浙江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
西泠书画院院长等。

在诸乐三的艺术生涯中，恩师吴昌硕是
一个重要的坐标。“乐三”其名便出自恩师
的建议，源自孔子“益者三乐”。

诸乐三的绘画注重诗情画意，他认为在
绘画前要有诗意，而后生发画意。他的绘画
作品多有题画诗，诗意与画境互为点化生
发，相得益彰，意蕴横生。他还对楷、行、
草、隶等各书体都有全面研究，尤以篆书和
甲骨文更具个人风貌。

诗书画印4个领域中，诸乐三尤以篆刻

突出。他秉持“印外求印”的治印理念。一
方面，他能在古文字与金石文献学以及玺、
印、鼎、彝、砖、瓦、陶、石中汲取精粹，
融于印中；另一方面，他将自己对书法的深
刻体会融于篆刻，其印常有虚实相生、苍苍
茫茫之意。

诸乐三认为做学问应讲求不同领域的
“会通”。他说：“ （篆刻） 没有各体书法的
雄厚功底，光靠‘刻’是达不到的。没有书
法的修养，在金石篆刻中就不会有墨气；反
过来，在书画上，如没有金石篆刻的实践经
验，书画上就不会产生古拙的金石气息。它
们四者之间，是触类旁通的。”

自1922年任教于上海美专算起，诸乐三
从教时间已超过一甲子。他先后任教于上海
美专、新华美专、杭州国立艺专，与潘天
寿、吴茀之共同被称为“浙美国画三老”。展
出的画作《兰石牡丹白头竹叶》，便是由三
人共同完成。

诸乐三对现当代艺术院校篆刻学建设起
到了重要作用，他参与起草新中国第一个本
科书法篆刻专业的教学大纲，让这门传统师
徒相授的艺术在现代教学课堂得以实践；他
致力于在书法教学中建立博雅兼通的学术体

系，培养出具备会通与思辨能力的学子；并
以年近八旬的高龄，于浙江美院开启了书法
篆刻研究生教育。

值得一提的是，诸乐三还有一个重要身
份——中医。他早年入读上海中医专门学
校，行医问诊于中医院，从医23年。从医与
从艺几乎贯穿于他的人生。医艺相通，在诸
乐三身上可以归结为一个字——“仁”。于
从艺，诸乐三秉承传统文人的气韵风骨，继
承了诗书画印一体的传统艺文之道，又在新
的历史语境中积极探索新的表达方式；于治
学，诸乐三以立德树人为毕生志业，为中国
书画篆刻的传承竭尽心力；于做人，诸乐三
饱含一颗慈善、悲悯之心。这也是本次展览
主题“艺者仁心”的由来。

诸乐三诞辰120周年艺术展举行
本报记者 赖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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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只红船从四面八方汇聚成党徽形状的
《盛会》、世界各国运动健儿脚踏冰鞋参加北
京冬奥会的《一切向前》、金秋十月漫野高
粱牧童晚归的《田园牧歌》……走进天津市
北辰区文化馆农民画展厅，一幅幅时代感
强、色彩鲜明、乡村气息浓郁的农民画映入
眼帘。

“北辰农民画是植根于津郊沃土的民间
艺术之花，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发展于20
世纪80年代末，已成为独具大运河风韵的民
间艺术奇葩。”北辰区文化馆副研究馆员、北
辰农民画非遗传承人何小宝告诉记者，目前
北辰区有200多名农民画家，他们以手中的画
笔描绘时代美丽画卷，展现今日乡村的新生
活、新风尚。

关注时代生活

说起作品《盛会》的创作过程，何小宝
很是感慨：“2022年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新征程的重要一年，也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
年，我想画出农民心中的喜悦，展现新时代
成就。”

有了主题，何小宝却为创作的切入点发
愁。一天，他在北运河边转悠，偶然看见两
只相向而行、满载而归的渔船。那一瞬间，
灵感来了。“想到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想
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想到嘉兴南湖上
的红船，想到乡村振兴的成果……于是便有
了《盛会》这张作品。”何小宝说。

北辰农民画吸收了剪纸、刺绣、草编、
木版年画等民间艺术精华，因而独具特色。
农民画的绘制不仅需要长时间的生活积累、
观察实践，还要经过立意构思、打腹稿、画
草稿、绘制、上色等步骤。一位农民画画家
告诉记者，农民画画家首先要热爱生活，新
时代的大事、喜事是浓墨重彩之处，身边人
和事、一花一草也是灵感的来源。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在北京冬
奥会“一起向未来”的主题口号下，北辰农
民画家们创作出一系列冬奥题材的作品，表
达出对这一体育盛会的喜悦之情。

作品《一切向前》中，来自世界各国的
运动健儿脚踏冰鞋、身着冬服参加北京冬奥
会，用“借形”的表现手法传达出一起向前
的画面节奏，背景采用国画中的“弹雪
法”，表现北京的冬之美、冬之韵；《冰球运
动》 以夸张的手法展现运动员的服饰和动
作，传递出健康向上、顽强拼搏的精神……
为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北辰区文化馆召
集农民画画家学习冬奥知识、了解冬奥文
化，并邀请北辰农民画开拓者张为民进行创
作指导。不到一周时间，14幅冬奥题材画作
精彩亮相，还参与了全国巡展。

“农民画承载着农民的梦想，是农民的
精神家园，展现出新时代的气象。”天津市
北辰区文化和旅游局党委书记郭建新说，北
辰农民画创作的发展和繁荣，是天津农村民
间文化生态的生动写真。

助力乡村振兴

随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越来越多农民

画画家把目光聚焦美丽乡村，展现新时代乡
村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助力乡村塑形、
铸魂。

一幅20多米长的《运河风情图》在记者面
前缓缓展开，北运河穿越历史扑面而来，运
河上的船只、运河边的村景、形形色色的人
物，将观众带入时光隧道，感受历史的变迁。

这是农民画画家陆连江历时10个月创作
的作品。陆连江是一名乡村医生，画画是他
的业余爱好。“现在大家丰衣足食、生活幸
福了。我就想画一条河，一条穿越历史走向
繁荣的长河。”陆连江说，他一开始并没想
画那么多内容，但画起来就收不住，脑海里
不断迸发灵感，最后形成了这幅长卷。

作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北辰
区每年都有农民画作品参加全国展览，并拿
到国家级奖项。近年来，天津市北辰区政府
继续加大对农民画创作的扶持力度，引导、
促进农民画蓬勃发展。

《渔民的小康生活》 等北辰区农民画作
品，曾入选“新生活·新风尚·新年画”——
我们的小康生活美术作品展示活动。“画面
描绘了鱼汛开捕第一天，渔民捕到大胖头鱼
的欢乐场面。”《渔民的小康生活》的作者朱
桂兰说，重视环境治理、提倡科学捕捞，逐
渐形成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创作的初衷。

北辰区也注重农民画的市场发展，推动
农民画与当地旅游、文化产业融合。“一些
农民画画家本身是农民，靠自己的画笔不仅
打开了国内市场，还走向世界，如丰爱东、
陈连星等人的作品在日本非常畅销。很多画
家富了不忘乡亲，带徒传授技艺，乡村振兴
之路越走越宽。”何小宝说。

据悉，北辰农民画曾多次赴瑞典、挪
威、美国、韩国、意大利等国展出，百余件
作品被国内外国家级博物馆收藏，万余件作
品被国内外艺术馆及个人收藏。

推动传承创新

62岁的高文亮是北辰区大张庄镇人，也
是镇里小有名气的农民画画家。这几年，镇
里的文体中心改造提升，开设了农民画培训
班。高文亮毛遂自荐，开班收徒，学员从最
初的两三人增加到 20 多人。2021 年，镇里
组织了庆祝建党百年的画展，他们选出20多
幅作品参展。这段时间，高文亮和学员们正
在琢磨以“喜迎党的二十大”为主题，创作
一批农民画。

为了壮大农民画画家创作队伍，北辰区
于2007年组建了北辰农民画院，后又在大张
庄镇和双口镇建立两个培训基地，以画院为
中心，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地”的培训网
络，辐射全区美术骨干。区里同时制定了项
目负责制，以老带新，发现人才、培养人
才、聚集人才。

天津市北辰区文化馆副馆长杨健总结了
北辰农民画传承的主要助推力，其中之一就
是“通过和北辰区教育系统合作，大力推进
农民画进校园。”

据悉，天津市北辰区双口小学已经将农
民画纳入课堂教学内容，农民画课程吸引了
很多学生参加；北辰区双口小学、李咀小学
两所学校还编撰了专门的农民画教材……在
区中小学幼儿园中普及民间绘画创作知识，
让北辰农民画筑牢了传承根基。

郭建新表示：“北辰区还要继续加强美
术辅导者队伍和农民画传承人及创作团队
的培育、建设，让他们在坚守中传承、在
变化中发展，实现北辰农民画跨越式发
展，真正地传承好这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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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人家 陈金红

太行春晓（中国画） 宋石明

◎作品

8月15日，由文化和旅游部指导，中国
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
华代表处、中国美术馆、丝绸之路国际美
术馆联盟共同主办的“艺汇丝路”艺术展
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汇集了来自112个
国家艺术家的193件作品，包括共建“一带
一路”国家艺术家受邀来华采风创作作
品、中国美术馆国际藏品以及12位知名艺
术家特邀创作的作品，涵盖油画、中国
画、雕塑、综合材料等多种艺术形式。视
角多元的作品让观众感受到文化交融的非

凡魅力。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

通。在文化和旅游部的指导下，丝绸之路
国际剧院联盟、博物馆联盟、艺术节联
盟、图书馆联盟、美术馆联盟相继成立，
已发展国内外成员单位 539 家，覆盖 92 个
国家和2个国际组织。各丝绸之路国际联盟
的成立，对共建国家民众增进相互了解、
深化彼此友谊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多年来，文化和旅游部先后邀请亚
洲、欧洲、非洲和美洲等数十个国家的优
秀艺术家来华采风、驻留、创作。中国广袤
大地上不可胜数的自然风景和人文景观吸
引着各国艺术家。他们将所见所闻所感，转
译为形式多样、感情真挚的视觉表达，创作
出一批具有思想性、艺术性和强烈感染力的
艺术作品。黎巴嫩艺术家尼扎尔·达赫尔的

《黄山》、科威特艺术家艾哈迈德·穆盖姆的
《澳门风景》、摩洛哥艺术家哈立德·阿勒·
贝奇的 《大湾区风光》、埃及艺术家阿拉·
阿瓦德的《摩登舞台》、巴勒斯坦艺术家马
吉德·沙拉的 《甘南风光》 ……这些作品
中，有描绘勤劳热情的中国工人，再现充满
生机的西北草原生态，也有表现江南古镇的
独特韵味和现代都市的浪漫与梦想。可
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在一幅幅画面
中徐徐展开。

本次展览分为“悠久·丰厚”“多元·浪
漫”“神秘·多彩”“奇幻·奔放”和“创作
背后的故事”5个篇章。形态多元、题材多
样的作品既体现出各国艺术家对本国艺术
的继承与发扬，也展现出他们对不同文化
的包容与尊重，以及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期待；作品中既有艺术家对丝路文明
的理解，也有对中国自然风光、人文生活
的感受。中外艺术家以独特的艺术语言诠
释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
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在“创作背后的故事”篇章，展览以
视频和文字呈现各国艺术家在中国采风创
作期间的心得体会，讲述中国美术馆国际
艺术品馆藏中的生动故事，分享艺术家们
在中国这片文化热土上的收获与感动。比
如，黎巴嫩艺术家尼扎尔·达赫尔描绘中国
的作品 《风景》 被中国美术馆收藏，黎巴
嫩文化部和电信部合作，专门为此作品发
行了邮票；约旦艺术家穆罕默德·贾卢斯是
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粉丝，不仅自己经常来
中国写生，还多次邀请中国艺术家参加国
际艺术创作营……这些满含情谊的故事，
如同一根根坚韧绵延的丝线，编织出“一
带一路”文化艺术交流的纽带。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认为：“文化交
流的本质在于：一张脸、一颗心、一个
魂。一张脸，是民族、国家的文化特征；
一颗心，是彼此坦诚、真挚、温厚之心；
一个魂，是共同珍爱、维护世界和平之
魂。只要我们面对面，心连心，就能魂相
依，脉相连，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
中，相互依存，扶助前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夏泽翰表
示，今年正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护世
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通过50周年，“丝
绸之路”上的跨文化交流，充分诠释了保
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他相信本次展览
将成为“丝绸之路”沿线艺术家和文化界
人士分享见解感悟的平台，并有助于新冠
肺炎疫情下文化和创意行业的恢复和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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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马（河西走廊）（油画） 韩乐然

作家巴金像（雕塑）
谢尔盖·谢利哈诺夫（白俄罗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