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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民生
服务大众 文化娱乐

晚报讯（记者 孔浩）近日，由中
国书法家协会、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滕州
市人民政府主办，山东美术馆、山东省
美术家协会、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天津
市美术家协会、天津市书法家协会、天
津大学王学仲艺术研究所、王学仲艺
术馆（滕州市美术馆）承办；滕州市文
化广播电视和新闻出版局、滕州市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协办的“王学仲艺术
展”在山东美术馆开幕，展出王学仲各
个时期的书画精品100余件。展览将
持续至9月21日。

本次展览作品题材广泛，风格多
样，涵盖王学仲各个时期的艺术精
品。这些作品曾先后在国内外著名美
术场馆展出，受到业内人士和社会各
界的一致好评。展览同期展出“王学
仲艺术人生”展板，陈列展示其著作、
藏卷、手稿、临摹作品及手札等文献资

料，展播其艺术人生等影像资料。开
幕式结束后，还举办了“第五届黾学研
讨会”，与会专家从多个层面分析了
王学仲先生的成就和黾学相关的理论
成果、哲学范畴。

王学仲先生是从滕州走出去的，
具备鲜明艺术风格、深刻审美思想、书
画创作与理论研究俱佳、享誉海内外
的书画大家。他成长在齐鲁、求学于
京华、立业于津门，精通书法、绘
画、文学、哲学，是一位德艺双馨的
美术家、教育家、哲学家。王学仲先
生的人品、艺品、学术修养皆是典
范，他求真务实、淡泊名利、献身艺
术，充分尊重艺术创作规律、博采众
长，集文学、美学、书学、哲学于一
身，创作与理论得兼，最终自成一
家。王学仲先生热爱家乡，关心家乡
的文化发展，为滕州的文化事业发展
做出了巨大贡献。

王学仲先生倾尽毕生精力，在继
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哲学、美
学、书学、文学、诗词学和绘画学等
多个学科创立“黾学”，并将“黾学”高
度概括为一画、二合、三怪、四我、五
象、六学、七艺的思想体系。“一画”即
以诗书画印为基础文人画。“二合”指
意象合一。“三怪”为徐悲鸿语，徐悲鸿
称其为“诗书画三怪”。“四我”即发现
自我、认识自我、轶出自我、超越时代，
是黾学的精神支柱。“五象”为表象、意
象、气象、空象、色象，将儒道释三家的
哲学观融合为一体。“六学”是以国
学为基础的文学、美学、文艺学、宗
教学（经学）、哲学、历史学。“七
艺”指绘画、书法、诗词、治印、雕塑、散
文、小说等七种技能。黾学的创立和
发展对推动传统与现当代文化的传承
弘扬，中国与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具
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王学仲艺术展亮相山东美术馆
各个时期书画精品100余件

晚报讯（记者 高启民 摄
影报道）8月 20日，在枣庄市台
儿庄古城景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鲁南皮影戏代表性传
承人陈守科(左)和来自台湾的

“腹语大师”刘成(右)交流皮影
戏的制作和表演技艺。

近期，马年央视春晚表演
《空空拜年》的明星、台湾著名
腹语大师刘成到台儿庄古城表
演“腹语”节目，精彩的演出让

天南地北的游客乐翻了天。演
出之余，刘成在台儿庄古城寻
根中华传统文化，迷恋上了鲁
南皮影戏。作为鲁南道教派山
花皮影的第四代传人，陈守科
家里保留了四大箱祖辈和他本
人创作的皮影共 880件。一张
幕布、一盏灯、几张皮影、几件
打击乐器，再加上皮影艺人灵
活的手指和圆润的唱腔，就可
以组成一出活灵活现的皮影

戏。2013 年 6 月，陈守科的山
花皮影作为鲁南皮影代表被文
化部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项目；在和皮影大师
陈守科的交流中，刘成感受到
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
非遗文化一条街，刘成的“腹
语”道具布偶和陈守科手中的
道具皮影进行了一场“布偶和
皮影”秀绝技表演，让游客感受
到了各具特色的文化魅力。

台湾腹语大师刘成台儿庄古城秀绝技
并与当地皮影戏传承人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