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家风采

2103年7月27日至28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院书画艺术院

秘书长赵炳国先生应组委会邀请与老一代艺术家谢芳、张目、段世

学、程黔玲等参加了第五届“青春风采“中国广播影视艺术人才暨

关爱留守儿童爱心义演展示推广活动。

6月29日上午，联合国世界和平文化使者查日华先生

“党在我心中”大型书法展启动仪式在安徽民俗文化村举

行。全国政协常委、十八大代表王伟，省人大常委会原主

任孟富林，香港太平绅士、银紫荆勋章获得者费斐；市领

导侯淅珉、李敬明、黄玲、张梦生、姚尚友，中国文化遗

产保护研究院副院长刘刚先生、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院

书画艺术院院长王瑞文女士应安徽省铜陵市人民政府邀请

出席启动仪式。市政府秘书长陈昌生主持仪式。

查日华是土生土长的铜陵人，现为中国文化遗产保

护研究院书画艺术院书法研究室副主任，他的书法作品曾

在全国20多个省、市和日本、泰国、俄罗斯、法国等地展

出，先后荣获金、银、铜、优秀奖项80余次。此次大型书

法展共展出200多幅书法作品，其中包括40米长的《党在

我心中》、1050米长的唐诗全集等。查日华表示，自己是

一名共产党员，在7月1日之前举办“党在我心中”书法

展，是希望用这种形式表达自己的爱党情。

启动仪式上，王伟在致辞中指出，铜陵人杰地灵，

文化底蕴深厚，历史上有很多名人，铜陵市委、市政府很

注重文化建设，此次举办这个大型书法展就是最好体现。

市委副书记、市长侯淅珉在致辞中向查日华先生表

示祝贺。侯淅珉指出，查日华是铜都大地上一位真正靠自

我奋斗走出铜陵、走向世界的知名书法家，是铜陵人民的

骄傲；希望查日华以此为新起点，创作更多更好的优秀作

品，为弘扬中华书法艺术多做贡献，为铜陵人民多争光，

同时希望书法界的新朋故友继续关心铜陵、支持铜陵，用

生花妙笔描绘美好未来。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院书画艺术院院长王瑞文女

士为查日华颁发收藏证书。

第二届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

易交易会（京交会）于2013年5月28

日至6月1日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本

次展会将秉承“务实、合作、诚信、

俭朴”的办会理念，坚持“以服务客

商为本、以交易洽谈为核心”，紧紧

围绕“服务贸易：价值提升新引擎”

的主题，将举行峰会、专业大会、推

介洽谈、综合展示、主题日活动、

权威发布6类活动，涵盖服务贸易35

个专题，共将举办8场次专业大会、

101场次推介洽谈活动、20场次主题

日活动、5场次签约发布、4场次权威

发布。京交会是由商务部和北京市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全球唯一一个国

家级、国际性、综合型的服务贸易平

台，自2012年起每年5月28日在北京

举行。京交会获得了世界贸易组织、

联合国贸发会议、经合组织三大国际

组织的永久支持，今年的京交会共吸

引了117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参会，

2013年5月20日下午18时，我院王瑞文院长及王春天副院长一行

4人参加了艺苑伉俪范扬•潘金玲在北京恭王府举办画展的开幕式，

并观赏了范扬•潘金玲最新画作。范扬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

画研究院专业画家，擅长中国画，山水、人物、花鸟皆精，写意山

水尤见性情。潘金玲现为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

师,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作品多次参加各级各类展览。

泼墨荷花 1980年作于摩耶精舍。款书：露湿波澄夜

未遥，冰肌怯暑未全消，空明水殿冷冷月，翠袖殷
勤手自摇。钤印：“张爰之印”“大千居士”。

红梅 作于1980年，款书：得钱易米我能健，馀勇看

花汝莫嗤，但觉眼前春尚在，翠禽飞上老梅枝。钤
印：“张爰之印”“大千居士”“摩耶精舍”。

新篁仕女图（88-55cm）作于1952年,

款书：壬戌七月。大千张爰。钤印：
“张爰”，“大千居士”。

张大千(1899～1983)，本名张

正则，后改名张援，四川内江人，祖

籍广东省番禺，当代最著名的国画大

师。绘画、书法、篆刻、诗词无所不

通。据传说张大千的母亲在其降生之

前，梦见一位老翁送一只小猿入宅，

所以张在21岁的时候，改名猨，又名

爰。后出家为僧，法号大千，所以世

人也称其为“大千居士”。

大千先生非常喜爱花草，尤其

喜爱荷花，从他青年时代到晚年，始

终未辍止过画荷。大千先生为什么喜

爱画荷？究其根源，笔者认为有以下

几点：首先，大千先生喜画荷花，与

他的个性密切相关。荷花的出污泥而

不染，被视为高洁人格的象征，并由

此引伸出清雅不俗，温馨不流，隐逸

不凡等多层道德含意和审美观。这正

与大千先生身经乱世，而不向世俗低

头的倔强个性相吻合。其次，大千先

生喜画荷花，与其先出家后隐居的经

历相关。随着佛教的传入，荷花被注

入了神秘的宗教色彩，在佛教里莲花

象征着极乐净土和“再生”。荷花的

宗教涵义一经转化到绘画中，尤其为

画家所喜好，往往成为超凡脱俗、静

心空寂等观念的寄托物。大千先生爱

荷花的色彩娇艳和姿态缤纷，更爱荷

花高清淡洁的秉性。再就是，他喜画

荷花，与他的绘画理念有关。他认为

“中国画重在笔墨，而画荷是用笔用

墨之基本功”。他还认为画荷与书法

有着密切关系。他35岁时作品《金

荷》，被法国政府购藏后。徐悲鸿曾

说：“张大千的荷花，为国人脸上增

色。”张大千先生十分重视对荷花真

实形态的观察，了解和体会荷花的生

长规律和种种神态。他说：“知道花

形容易，知道花卉的性情就困难”。

大千先生非常重视写生与物态的研

究，因为长期对荷花的观察、写生，

所以他笔下的荷花，无论工笔、写意

均有丰富的情感意涵。亦能将荷花的

高洁、清香、温馨、妩媚等品格表露

无遗。

张大千在数十年的艺术生涯中，

不断地观荷画荷，使“大千荷”在中

国美术史上享有特殊的地位。

在百花王国中，大千先生对梅花

也最为钟爱。他画了许多梅花，并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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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21日上午，名誉院长李永田到我院

检查指导工作，并与王瑞文院长、王春天副院长、

王世海顾问、秘书长赵炳国、副秘书长兼山水画研

究室副主任王曙光、办公室主任李威威等人就书画

院的发展前景，运作模式以及艺术、人生、素养、

境界、管理等进行了有益的交流和探讨。

李永田先生系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著名

历史学家、策划大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

秘书，国家“日史”编委会主任，中国演讲与口

才协会名誉会，中国演讲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常务

副主任、秘书长;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获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国家首批“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共和国四大演讲家

之一。由他创意、策划和实施的“天安门广场石

名 誉 院 长 李 永 田 到 我 院 检 查 指 导 工 作

珍藏”、《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50卷、“一瓶装两

酒”、“奥运倒计时表”等多项创新，在社会上引起

了强烈反响。

铜陵市委副书记、市长侯淅珉致辞祝贺

王瑞文院长一行参加
范扬、潘金玲画展开幕式

范扬、王瑞文在与嘉宾交谈

张大千的荷花、梅花、仕女图
了许多咏梅诗。他的梅画中，画中有诗，

诗中有画。花，朵朵绝无仅有，诗，字字

前无古人。

大千先生一生梅花画得多，为画配

诗咏梅是他的才华非凡呈现之处。他写

道:“铁骨寒枝老更刚，清姿元自傲冰霜。

一生不解朱夫子，认作人间时世妆。”他

见日本关东的偕乐园栽有梅树，便题壁

道:“饱饫酸香又一回，年年何事苦相猜。

从今不用要盟誓，开了梅花我便来。” 他

常抒梅言志。如“雪中霜后益峥嵘，铁石

心如宋广平。拭目百花摇落尽，与君共见

岁寒情。”“却笑诗翁浪费才，认桃辨杏

莫相猜。一生不解群芳竞，雪地冰天我独

开。”

张大千一生喜弄花草、广栽树木。尤

以初春的梅花、盛夏的荷花、冬天的水仙

花最为最爱。他栽梅、赏梅、画梅，被誉

为“现代梅痴”。张大千在美国旧金山购

一处大房屋并以巨资改建，其改建之一就

是在庭院里种植梅树。朋友们纷纷从美国

各地，或从日本、巴西和中国台湾、香港

送来各种梅树，作为张大千乔迁美国的贺

礼。感激之余，张大千就以赠送者的姓名

为每株梅树命名，以表达对朋友们的谢意

和纪念。百株梅树盛开梅花之际，满园的

红梅、白梅、黄梅，绿萼梅连成一片，煞

是好看。大千先生会时常拄杖散步于梅树

下攀枝嗅蕊，观赏其貌。张大千毕生精于

绘事，其画梅却在百幅以上，画中的梅花

气象万千。

张大千的艺术生涯中，人物画是其进

行认真探索的领域，仕女画则是其人物画

中的重要题材。张大千在晚年对自己的艺

术道路进行总结时说：“绘画中，人物、

动物最难，我初学画时，就是从人物着手

画起，后来才改学山水。”所以，张大

千在20多岁时，其仕女画就被誉为“张美

人”。叶公绰非常欣赏张大千的人物画，

谓之曰：“人物画一脉自吴道玄、李公麟

后已成绝响，仇实父失之软媚，陈老莲失

之诡谲，有清三百年，更无一人焉。” 叶

公绰见张大千有这方面的天才，便力劝张

大千放弃山水、花鸟，重振人物画派。张

大千也认为中国人物画的发展需要自己去

努力承传。便用了近三年的时间到敦煌、

榆林，临摹古人的壁画，画艺大为长进。

张大千早年的人物画，吸收了古人的长

处，气息源自明清，有明清仕女画的遗

风。仕女造型清瘦，水墨绘就，着色柔

丽，其清润秀逸的特质呈现出敦煌壁画艺

术的影响。张大千的仕女图吸收了敦煌壁

画的恢宏意藴，摈弃了明清以降仕女图的

文弱，体现出女性丰腴健美的同时也将女

子的雍容华贵在笔下生辉。张大千的仕女

图在传统的风格中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

新。

张大千的创作集文人画、作家画、宫

廷画和民间艺术为一体。他的中国画于人

物、山水、花鸟、鱼虫、走兽，工笔、无

所不能，无一不精，是中国美术史上最骄

傲的一页。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 陈家新

王 瑞 文 聘 请 溥 启 为 名 誉 院 长
王瑞文院长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院书画艺术院与著名书画

家溥启老先生一起交流了书画艺术院的进一步发展并聘请溥启为中

国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院书画艺术院名誉院长。

王 瑞 文 院 长 接 待 国 际 友 人
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国际交流协会主席素布哈斯•达亚

斯•班达拉奈克来我院与王瑞文院长、赵炳国秘书长进行文化交流与

洽谈，为今后中国传统文化走进世界奠定基础。

秘书长赵炳国参加“青春风采”活动 

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顾秀莲在中国书画艺术院展区参观指导

是目前全球唯一涵盖服务贸易12大领域的

综合型服务贸易交易会。

本届“京交会”得到了有关部委及地

方的大力支持。外交部、教育部、工业和

总局、国家统计局、国家旅游局、国家

邮政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外汇

管理局、中国贸促会等19家单位是第二

届京交会支持单位，19家支持单位主管

领导均担任京交会组委会副主任，31个

省区市、台港澳地区均组团参展，充分

体现了方方面面对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的

高度重视。

副委员长顾秀莲于5月31日上午专

程来到了由文化部组织的文化板块进行

视察，一同前往的还有北京市政协副

主席国家大剧院院长党委书记陈平、文

化部原副部长潘震宙、文化部非遗司司

长蒋明清、文化部华夏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主任乔申乾等。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研

究院领导及中国书画艺术院领导汇报了

参展情况。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院书

画艺术院在王瑞文院长的组织策划下，

精心准备了多名院里著名书画家的作品

参展，并组织他们每天进行现场挥毫泼

墨。

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文化部、卫生计生委、国

务院国资委、海关总署、国家工商总

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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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永海，字钰晟，号朴真，1963年生，河南省新乡辉县

市人。现任新乡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书

法家协会会员，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画艺术院院

士，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院书画艺术院发展中心副主任，

中国中部崛起促进会书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原文化研究

院书画部主任，新乡市书法家协会刻字委员会主任，新乡书

画艺术院名誉院长，新乡市青联委员。

其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艺术大展并获奖，许多代表性作

品及学术论著被刊登在《世界知识》画报、《中国书画家选

集》《中国名家书画集》《河南省书画名家作品集》等权威

报刊，并被专业机构馆藏。诸多巨幅作品被政府机关悬挂在

大型会议厅及办公场所，不少作品作为政府部门、企业形象

礼品被社会各界及国际友人广泛收藏。

我常常想象一个书画家，他笔端流淌的墨汁，就

像溪流一天天汇入大海的过程，融入大海的气势。正如

古人所云“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

江海。”当一个书画家可以谓之成功时，那些曾经涂抹

过的墨水早已成为扬帆之下滔滔的江水。

一个人在某个领域凸显，这是天赋，更是人为，

有着说不尽的付出和努力。“静水流深”,我常常想起

这样一个成语，多么贴切，多么深刻，多么亲切的比喻

啊！这不就是老子所云“天下之至柔，驰聘天下之至

坚”吗？“柔能克刚”、“坚硬如水”谓之的正是人在

路途上的功夫，只有一个刻苦修行的人才可能达到如此

的境界。

我想到我身边的一个人，一个担任着文联行政职

务，同时更以书法见长的牛永海。

铺展一张宣纸，蘸上所研之墨，凝神运笔，几番

回合，一幅苍劲有力的书法跃然纸上。我不止一次地欣

赏他的挥毫，那种凝神静气让我对书法艺术更加崇敬。

艺术是情感的宣泄。每次挥毫，笔锋的旋律让他获得更

多创作的冲动，一笔一划渗透着古老文字的烟尘，见证

着一个书家的功力。

有时是宁静地观看，有时则是偶然地走近，和一

位艺术家在一起是一种享受。从牛永海的书法中你不仅

可以感受到沁人心脾的墨香，还可以得到更多人生的感

悟与启示。从他的书法中不难看到他学识、品行和内心

的静养，彰显了一个书家虚怀若谷般的风度和满腹才情

的外崭，传递了书家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是书

家行为的另一种延伸。我常常从他的鸿篇巨幅中看到一

种风骨，一种山的韧性和山的峻拔，一种山岚之气在他

的笔下氤氲，在留白处濡染。勿庸置疑，牛永海是一个

从乡村，从太行山脚下一步步走出自己风格的书法家，

字里行间依然藏着山村、大山的奇峻和厚重对他的影

响。字藏底蕴，这是一种磨砺，磨砺中的坚守和创新，

一撇一捺都是功夫。可以想见，多少时日，他在枯燥寂

寞中历练，在书法的艺术天空中遨游，从此岸到彼岸，

从丘陵到山峰，艺术的探索反过来为他琐碎的日常工作

注入了活力。工作是为了立身，艺术可以慰心，没有影

响，而是互补。

学习传统，但不拘泥，这就是艺术的生命。品读

牛永海书法作品，清冽如茶、其味隽永。比如他书写的

《道德经》五扇屏，近六千字，用笔瘦劲、提按分明、

对比强烈，其章法如山泉汩汩流淌，赋予了作品更多的

古朴与拙意。其线条用笔张弛，朴实笃厚，豪放与洒脱

有度，充溢着激情和美感；既浑厚大气，潇洒俊逸，又

刚凝遒劲，藏露相合，生气勃勃，读着令人荡气回肠，

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他新创作的《围炉

夜话》力作，熔冶碑帖，率意冲淡，有宋人尺牍遗风，

古茂直逼汉简，是我们赏读牛永海书法碑帖结合的成功

典范。其点画方硬、厚重、苍茫，既有金石之气，又有

刀刻味道；其结体方正、古拙，又不失生动、活泼，给

人出乎意料的表现，是书家本质的心灵流露，是真正意

义上的“书为心画”；其章法打破常规的字距行距，时

直时曲，聚散有致，错落跌宕，犹如一曲委婉动听的交

响乐，令人赏心悦目。

一个人的喜好往往是和自己的生命融在一起，一

点一点都是凝结，都是凝注。创新使一个人的作品更

有活力，要说到他的刻字了：在2013年春举办的新乡艺

术精品展上，一种形式新颖的刻字艺术拽住了很多观者

的目光，那种力度，那种刀工，那种曲曲弯弯，藏而不

露又暗藏锋芒的艺术表现手法，把一张张木板赋予了生

命，让观者看到另一种生命的律动；立体的作品中好像

藏着动听的旋律，那些刻下的字在沉静中跃跃欲试。这

些年来他不但在书法上有更大的造诣，还一直在默默地

钻研刻字艺术，一次次在练习手腕上的刀功，在刻字的

过程中结识了一批新乡的刻字艺友，本着共同的追求和

执着，倡导和发起成立了“新乡市书法家协会刻字艺术

委员会”，他引领的刻字队伍在全省、全国乃至国际刻

字展中屡次问鼎大奖，在省内外有较高的享誉度。2012

年第九届全国刻字艺术大展中，新乡六位作者的刻字作

品入展，2013年国际第三届刻字艺术展中，又有五位作

者的刻字作品入选，是全国入选作品最多的地市。以刀

代笔，纵横驰骋，随时抒发一种创作的快感，以心手双

畅，刀郎气清而惬意，这又是一个人的追求和大气。看

他磨在指缝间的老茧，强劲的手腕，握刀时筋脉呈现在

视线之中，能感受到一个艺术追求者血液的流动，一笔

笔刻在木头上的字迹是从筋脉间流淌出来的心血。他的

刻字作品分别在第八届全国刻字艺术展、第九届全国刻

字艺术展、第十届书法篆刻展、第四届书法兰亭奖和第

当 代 书 家2版 名家风采
2013年8月28日

星期三

牛 永 海
笔有风骨藏底蕴

  ——品味牛永海的艺术人生
文/徐立新

三届国际刻字艺术展中入选入展。人，活的就是一种锐

气，对生活，对人生，更是对艺术。

无论是书法还是刻字，说到底都是情感的艺术，如

果这些作品没有揉进情感，你再努力也是书匠、画匠、

刻工而已。艺术的东西太刻意便失去了灵性，没有灵性

则没有韵味，没有动感，观之寡淡；相反，如果作品注

入了情感，就有了底蕴，就会有流动的色彩。

和他相处，我喜欢他说话的语调与对人的谦和、

亲和，他表达立场和与人交流时的不愠不火，慢条斯

理。他虽是领导，但从他谈话里听不出官气。这可能还

是和一个人的修为一个人的修养有关，那里边依然有一

个“藏”字，有一个人的个性，一个人待人接物、对待

世界的态度。人和人接触，实际上要的就是一种尊重，

一种公正，一种平视，而不是狭隘的以权压人和设置障

碍，不是傲视，不是俯视，更不是鄙视。这样，人和

人的距离才能缩短，待人要的是一种真诚。“正德厚

生”、“厚德载福”，是他常常赠人的作品。从作品的

内容，他言人言物的心怀可见一端。所以笔下才会更加

的宽阔，才会行云流水，自然流淌。他的作品同时也有

一种温润的，舒缓的，淡远的，不急不躁的气息。和他

在一起，常常有关于人生、关于人性之间的交流，我们

常常在一起谈到《道德经》《弟子规》《诚子书》等，

他送给过我几张碟片，都是关于传统文化和道德修养

的，让我受益，也感动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心灵的关

照。正是藏有这种情怀，他还倡议书法家们书写关于传

统道德教育的书法内容，并在适当的场合开办展览，传

递传统文化，传递正能量。为弘扬民族文化，传承国学

经典，2012年以来，他联合多名中国书协会员共书国粹

《弟子规》《道德经》《诗经》等，编辑出版了《经典

传承》《大爱无疆》等书画作品集，在市内经常举行展

览，并以弘扬经典文化，开启人生智慧为题，在学校、

幼儿园等举行了“与经典同行”赠书活动。同时，他还

积极参与策划、发动、组织书画家自觉参加“大爱无疆•

新乡著名书画家‘爱心包裹’捐赠”等慈善募捐活动，

处处播撒艺术家的大爱。

“术业有专功”，这么多年他在书法之路上的造

诣，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个性；他心无旁骛，修为自

我，达到了一种至高的境界；他的平淡澄净，形成了他

沉稳雍容的风格。

他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这不是他拥有和继承

了什么财产，而是在他的影响下那个家庭充满的艺术氛

围：他的爱人是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戏剧家

协会会员；女儿、女婿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硕士研究

生，均在中央美院深造，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重彩画学

会会员，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美术作品分别多次入

展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的全国性大展；儿子学的是表演

艺术，现为河南省曲艺家协会会员，已和多位名家同台

演出，成为曲苑新秀。

书画中蕴含的文化气息，可能是确定其气质、其品

位的重要因素。一个书画家、艺术家到最后拼得可能也

是这种文化的实力。这些，我们在他的身上已经有了体

会。

（作者系中国国画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

线描艺术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水

墨视界》《国画研究》杂志艺术总监）

毛文锡《临江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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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天，字，慧林，中国文化遗产保护

研究院书画艺术院副院长，鸿书楼主。1961

年出生在山东省莱西市，山东青岛市人，现

居北京。先后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

术学院国画系，国家画院范扬山水工作室。

现任美国世界艺术家协会中国区副理事长。

出版《王春天画集》、《山水画•云

法》以及《王春天山水花鸟小品集》等多种

画集。

2005年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书法家协

会、世界民族文化交流促进会、人民日报社

在国家博物馆联合举办“殷墟之光”作品

展，并且作品《玄冥幽谷》入选并展出。

2006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山水

黄 海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院书画艺术院常务副院
长。先生博学多才，精于诗、书、画、印，作品雅俗共赏,一

直深受人们喜爱,被国内外收藏家、收藏组织收藏。

黄海先生出身教育家庭，自幼酷爱笔墨，跟表舅王桂清

学画墨梅，十七岁拜曹一民为师。曹一民（1929年——2002

年），我国著名山水画家，少年在南京拜张大千为师，1948年

考入国立杭州艺专，师承黄宾虹、潘天寿等大师。曹老爱黄海

先生之才品，将习画心得悉数传授，他对这位学生的画艺给予

高度肯定，曾在黄海画的一幅紫藤上题到：“观黄海先生之

画，颇似白石老人笔墨神韵矣，若坚持下去必是大家”。

黄海先生花鸟人物画深得吴悦石先生精神，草书入画，

线条老辣、痛快淋漓。无论是盈尺小品还是丈二巨制，都能情

挥洒，出手大气，变化万端。

吴悦石先生对这位爱徒倾注很多心血也喜欢有加，曾

在黄海人物画上题到：“‘画到神情漂没处，更无真相只求

魂。’以板桥诗句题黄海弟人物画，谁曰不宜。”在黄海一幅

鹰画上题到“画鹰得雄健气难矣，黄海画得之矣。”

统观黄海先生的作品，我们感受到浓浓的文人气息，这

也许与他专业有关系吧，他是南师大中文系毕业，研究生读的

又是古代汉语研究专业，他除了画一手好画之外，又能写得一

手好字、刻一手好印、还能写一手好文章、做一手好诗，因此

被当地著名画家吴海浪先生誉为“海州第一笔”。

黄海先生的作品深在国内文人画界影响之所以大，不仅

仅是他本身就是一个文人，而在于他的画极具传统意义上文人

画的典型特质。当今中国画坛有很多这样的人，能画不能书，

能画能书不能印，能画能书能印却最终过不了“诗”坎。像黄

海先生这样奇才，画坛实不多见。

画邀请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出，作品

《山水清音》入选。

20 0 7年由人民日报社新闻信息中心

主办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八十周年书画

展，在军事博物馆展出，且作品《仙谷幽

境》入选并展出。

20 0 8年，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人民

日报社举办的奥运人文中国书画名人邀请

展，在首都图书馆展出，作品《溪山清远

图》入选并展出。

20 0 9年在北京荣宝斋举行五人联展

《春雨•秋韵》。

2010年系列作品《山之盟•物语》在

韩国展出并被收藏。

黄 海 艺 术 简 介

王 春 天 艺 术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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