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版式：张莉贝 电话:88516886 88516571 邮箱:tzrbxwsd@126.com

2024年3月7日 星期四4 文化

台传媒记者林 立文/摄
3月 4日下午，连绵春雨难得暂息，天台县平

桥镇峇溪村王德惠书画馆前站满了访客。
突然降临的阳光让青山流水明媚动人，但人

们脸上尽是沉重、不舍。
生于天台峇溪村的知名画家王德惠先生，于2024

年2月24日19时1分在杭州家里逝世，享年102岁。
3月4日，他的追思会在王德惠书画馆举行。

一心不改绘画梦

“王德惠书画馆”牌匾，题词者是现任西泠印
社副社长、著名书画家刘江。刘江和王德惠曾是中
国美术学院的同班同学。对于王德惠，他曾如是
说：“王德惠是班长，人品很高。天地人成就了一个
天才，就是王德惠。他的油画极有个性，又有民族
感和时代感，和别的画家都不一样，既是王德惠自
己的面貌，而且又很具有时代性。这样的画，过去
没有见过。”

每一位访客跨入书画馆大门，都会诚挚地向
王德惠老人的遗像鞠躬。相片虽是黑白照，但王老
那一张感动、温暖过无数人的标志性的笑脸，让人
看了心中漾出五彩回忆。

尽管生前叮嘱不要挽联花圈，来自各地的挽
联还是挂满了书画馆两面展板。这些来自书画界
以及其他领域友人的笔墨，写下的是人们的哀思，
同时也写出了人们对王德惠的敬重、爱戴。

绝无仅有、只此一家、独树一帜，这是很多人
提到王德惠时都会用到的词。这些评价既因为王
德惠坎坷曲折的人生、艺术之旅而生，也和王德惠
做人、作画都已臻化境的崇高品质密不可分。

仅从王德惠书画馆中展陈的书法、绘画作
品，就可以看出他学贯中西的深厚功力。2014年，
王德惠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震动画坛，
人们为他深厚的画功、独到的画风所倾倒。一个
画家能在中国美术馆办个展，是至高荣誉，也是
最强肯定。

然而这样一位大画家，淡泊名利，甘守清贫。
他的画，只有捐和送两种方式，终其一生，他没卖
过一幅画。他曾笑着说：“我从书画过程中得到的
快乐，已胜过一切。”

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名满天下的大画家，正式
走进中国美术学院时已是 25岁的大龄青年。而在
进入中国美院学习前，他已经当过洗染店学徒、翻
砂厂学徒、剃头匠，遍尝人生疾苦。

面对好不容易获得的学画机会，王德惠又主动
放弃。1950年，国内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
宣传热潮，进校才一个学期的王德惠抱着为国尽忠
的质朴思想报名参军，如愿以偿地进入部队。

1955年，王德惠从解放军空军第 13师复员。
1955年的秋天，他再次报考美院。待到1956年，他
被美院中国画专业录取时，已经是32岁青年。因沉
稳老练，他担任了班长。

此后王德惠辗转内蒙古呼和浩特、温州两地，
在内蒙古建筑学院、温州工艺美术学校当教师。
1983年，退休之后的王德惠回到杭州，参加了浙江
省职工工艺美术学校的建立与教学工作，从 1983
年一直干到1996年，为学校作出巨大贡献。

从浙工美术学校退休之后，王德惠已是古稀老
人。而他的艺术生命力，在70岁之后开始蓬勃生长。

1994年，他前往加拿大进行了 4个多月的艺
术考察。1999年，75岁的王德惠应法国巴黎国际艺
术城邀请，再赴欧洲十国进行了为期近半年的艺
术考察。

这些经历唤醒了一个全新的王德惠。因为可
以专注于学习、创作，他不断汲取西方艺术语言和
技法，与自身具备的中国画素养不断碰撞、融合，
终于形成了后来被惊为天人的“王德惠风格”。

“只有一个王德惠”，是人们对他作品的赞叹，
也是人们从这些作品中看到王德惠人格魅力后的
由衷敬佩。

一尘不染天台人

提起王德惠，西泠印社社员、《美术报》编辑、
记者蔡树农这样说：“我认为，王德惠老先生是浙
江美术界的个案现象，独一无二。”

在蔡树农看来，一个画家艺术风格中途改变
不稀奇，难的是变化后还能被业界普遍认可。“旅
欧归来后，王德惠老先生的画风可以用‘巨变’来
形容。他的油画画风有别于中国美院的学院风格，
国内少见。他将中国国画的诗性美感融入到油画
中，他的油画作品，表象是欧洲手法，内在是富含
东方韵味的诗性的笔触。我认为王老真的非常厉
害，首先他有一个大画家的思想性，进而他有一流
的技巧和一流的才能，如果没有技巧和才能，画家
的思想性就体现不出来。”

对于王德惠的国画，蔡树农同样给予极高赞
誉：“王老的中国画创作，代表作之一是他的戏曲
人物画，这些作品显示了他深刻的人文情怀。看他
的戏曲人物画，你可以看出他非常懂戏，无论是京
剧还是昆曲，他听懂了戏的内核，听懂了‘戏文’在
唱什么，而不是停留在戏曲的好听好看上。这样的
理解力，让他的中国画和书法饱含中国式的‘悲’
的精神性，悲悯而深沉。”

曾任中国美术学院外事处副处长的郭培建先
生，对王德惠老人的评价是“一个好人，一个了不
起的人”。

“今天有很多人和我一样从杭州赶来，我们缅怀
王德惠老先生，因为他是一位值得深切怀念的人，无
论从画家、同事、朋友任何一个身份，他都是我认为
的一个了不起的人，说起他，没有人不敬重。”

在郭培建看来，王德惠其人如其画，都让他肃
然起敬：“大家都知道王老两次考上中国美院，但
你知道吗，他第一次考上中国美院后，是从天台步
行到杭州的。这就是他对艺术的执着之心，一直到
他晚年都没变过。因为这样的执着，让他在古稀之
年后仍然能用作品说话。”

2008年，瑞典古城卡尔马准备举办“相见中
国”文化艺术交流展，要从中国挑选 5位艺术家的
作品参展，要求必须具备 5个条件才能：富有创新
意识，拥有原创成果，颇有中国特色，具有艺术造
诣，负有业内声望。

“我当时是在中国美院外事处工作，我确定
的第一个人选就是王德惠。艺术博览会开展时，
卡尔马市市长和市政府首席执行官等人在一幅
一幅认真地欣赏王德惠的画作后，给出了这样的
评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中国艺术家，也
从来没有看过如此迷人如此独特的中国艺术作
品。这位老画家是‘中国的毕加索’‘中国的梵
高’！”郭培建激动地回忆道。

“我觉得王老很有福气，102岁仙逝，但我觉得
他更大的福气是受到所有人的爱戴、敬重、怀念。
王老作画时感情奔放自然，做人却极为质朴低调。
我觉得他是真正的潇洒之人，我向他学习作画，同
时也向他学习做人。”郭培建说。

一生名满天下，但骨子里，王德惠从来没忘记
他是天台人。

对于这位乡贤，峇溪村党总支书记王林辉充
满深情：“2013年开始，峇溪村开始文化旅游建设，
王德惠老人听说我们要办王德惠书画馆，无条件
捐献了很多作品给村里。王老虽然回家次数不多，
但一直心系家乡。”

2014年，当王德惠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
办时，王德惠给画展起名为“赤城霞·王德惠画
展”。之所以起名赤城霞，是因为他始终记得自己
的故乡，记得赤城山上灿烂的霞光。

“我们村能拥有王德惠老人这样著名的艺术
家，是我们最大的荣誉和骄傲。这些年来，许多学
美术的孩子都会在假期来我们村打卡、写生创作。
我们相信在王老这样人品艺德极高的艺术家的影
响之下，将来我们这里会走出更多的书画家。我们
永远缅怀王德惠老先生。”王林辉深情地说。

追思会结束后，家人、亲属和乡邻、弟子奉送
王德惠先生骨灰至小凤凰山公墓入土安息。

埋骨家乡，青山更好。这一次，游子王德惠永
远不会再离开他的故土。

“只有一个王德惠”

台传媒记者陈伟华

日前，第九届浙江民间文艺“映山红
奖”揭榜，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廖春妹的刺
绣作品《凤鸟栖枝》，荣获优秀民间工艺
美术作品。

据介绍，《凤鸟栖枝》属系列作品，是
手工刺绣，面料是丝绸，绣线为桑蚕丝绣
花线。该作品的创作灵感源自凤凰牡丹
纹。在传统文化中，凤凰号称“百鸟之
王”，牡丹则为“花中之王”。这两种元素
组合在一起，便形成“凤戏牡丹”的纹饰，
有吉祥富贵的美好寓意。

欣赏这幅作品，既显古拙、空灵、高
雅，也让人感受到勃勃生机。

廖春妹在创作时，以牡丹花卉、花中
套花、套草虫、嵌字等内容和形式，组合
成凤鸟栖枝、蝉、双喜纹样等图案。在针
法上，她用了掺针、别针、打籽、雕档、新
开格、调针等。在技法上，她将“彩平绣”

“十字挑花”等融合在一起，也有创新性。
此外，她还用大篆字体，将“良好的

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句话
镶嵌于牡丹花之中。“人鸟相处，和谐相
生，共同创造美丽自然”，这是作者的创
作意图，主题则围绕“给国粹‘韵’、加时
代‘味’”。

“映山红奖”是省文联和省民协着力
打造的浙江民间文艺最高奖，是对应中国
民间文艺“山花奖”而设立的省级大奖。该
奖项两年评选一次，至今已举办九届。

本届民间文艺“映山红奖”，评选的

是 2022、2023两年创作的作品。经层层
筛选，最终评出四大门类的30件获奖作
品，其中，优秀民间文学、优秀民间文艺
学术著作、优秀民间文艺表演各5件，优
秀民间工艺美术15件。

近年来，台州致力于推动传统文化
发展，为文艺工作者提供多个展示才华
的平台，通过举办文艺交流活动、展览和
比赛，讲好台州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台州
的优秀传统文化。

浙江民间文艺最高奖
台州摘得“映山红”

台传媒记者诸葛晨晨

春暖花开，三月文化活动也如期而
至。记者从台州各文化场馆了解到，精
彩纷呈的文化活动已经备好，收下这份
活动清单，尽享文化好时光。

特色展览场场值得看

春和景明，台州各地文化场馆推出
的精彩大展已经拉开帷幕。

在台州市博物馆、黄岩博物馆，两
场考古成果展览不容错过。

如果想近距离接触宋韵文化，品读
瓷器之美，正在黄岩博物馆展出的“过
渡·转变”——黄岩沙埠窑考古成果展，
是一次绝佳机会。

展览集中展示了五年来黄岩沙埠
窑址群重要考古成果，展区分“沙埠
往事”“窑火日记”“盛时风貌”“相似
相续”四个板块，展出一些新发现且
未曾展出的重要出土瓷器。值得推荐
的是，婴戏纹盘与凤凰纹盘最为典
型、精美，是北宋时期沙埠窑最高烧
制水平的代表器物。

展览将持续至4月12日结束，市民
可前往现场，捕捉千年宋韵魅力。

正在台州市博物馆展出的仙居万
年下汤遗址发现40周年汇报展暨“稻·
源·启明”上山文化考古特展，将于4月
14日落幕。

走进展馆，可以跨越万年时光，探寻
文明之源。搭配考古展主题，市博物馆还
策划了稻田茶香、小小考古家、邂逅你的

“一万年”等体验活动。博物馆讲解员以
通俗易懂的语言，带来酣畅淋漓的全方
位导览，深度解析考古展文物背后的故
事，带领观众真正读懂“万年上山”故事。

另一边，台州市文化馆精心策划了
“诗路长歌”第二届长三角中国画名家
邀请展、“云边尺素”九社癸卯册页小品
展等书画展览。

3月，九社癸卯册页小品展还将在
黄岩铭园展出。册页小品从宋代开始逐
渐兴盛，以页成册，形制较小，可放于案
头把玩清赏，属于雅玩性质。

该展览集合王贻正、丑百川、叶军
生等 17位本土画家。各位画者在传承
传统的创作基础上，结合现代表现手
法，融入个人风格，创作出各类小品画，
既有充满文人意趣的花草竹石，又有充
满生机的山水风景，感兴趣的观众可前
往品鉴欣赏。

开启文艺学习之旅

3月，一大波精彩的公益课程袭来。
台州多地文化馆的公益培训或已

启动报名，或紧张筹备中。

记者从台州市文化馆了解，该馆第
33期文化超市即将面向社会招生。

本期文化超市共准备了 65 门课
程，包括馆内开设52门，13家馆外联盟
单位合作开设13门课程。其中，成人课
程 47门（含“双师课程”6门），结合“双
减”政策，开设少儿课程15门。

和往年有所不同的是，此次选课
服务更细分化，课程根据各年龄层
次，划分为少儿组、中青年组、中老年
组、老年组。

今年文化超市仍采用网络报名
形式，报名时间自 3月 13日上午 9点
开始，到 3 月 14 日下午 3 点结束，先
到先得，报满即止。感兴趣的市民，可
提前关注台州市文化馆发布的动态。

路桥文化馆的“九艺学堂”春季公
益课即将火热开课。黄岩区文化馆的第
26期“天天有艺”、三门县文化馆的文化
超市、天台县文化馆的文化超市和“文
艺名师进校园·花儿课堂”也即将启动，
各类培训集合门类丰富的课程、优秀的
教师团队，名额有限，记得及时关注。

另外，各地文化馆通过线上线下
相结合方式，提供更多公益培训渠
道，如路桥文化馆“艺多多”云端美育
课堂、黄岩文化馆风尚黄岩文体微课
等，以微课堂的形式将公益培训进行
到底。

戏迷小朋友同样要留意，展示实力
的时刻到了。

由台州市文化馆等主办的第七届
台州市少儿戏曲“小丹桂”荟萃启动报
名工作。通过选拔的优秀戏曲苗子，还
有机会登上“小金桂”“小梅花”等更广
阔的舞台。

根据规则，今年比赛面向 14周岁
以下的台州幼儿、青少年群体，可报名
个人项目和集体项目。初赛由各县（市、
区）文化馆选拔推送节目。

各地选手可录制戏曲演唱视频，再
向当地文化馆提交作品，“我们鼓励报
送原创剧目、经典剧目、课本剧等适合
在校园中推广演出的少儿戏曲剧目。”
市文化馆工作人员介绍，视频资料上送
截止3月20日。

文艺活动超有范

3月上架的文化活动主题多样，总
有一款适合你。

你可以选择来台州“上春山”。想要
感知三月春风、体验一路繁花的市民朋
友有福了。仙居杨丰山油菜花节正在筹
备中，仙居县文化馆的文化干部抓紧准
备系列文化活动，为各地游客带来更好
的文化体验感。接下来的台州，各种各
样的“花节”活动还将轮番登场，等你与
春日美好撞个满怀。

一批年轻化音乐活动即将上架。这

个月，“黄岩文艺活动常态化演出”精彩
继续，观众以优惠的价格，就能体验超
燃的演出现场。

3月17日，独立乐队“椿”将亮相黄
岩文体中心，带来一场“椿回大地”音乐
现场秀，让音乐发烧友享受一场沉浸式
的精神疗愈。这是黄岩首次在文化场馆
引 入“Live House”表 演 形 式 。“Live
House”作为一种新兴的城市现场音乐
展演空间业态，逐渐成为年轻群体夜间
文化消费和娱乐体验的新选择。

3月31日，黄岩文体中心还将引进
法国爵士音乐剧《鳟鱼》。该作品脱胎于
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根据舒巴特的诗
作，创作的艺术歌曲《鳟鱼》。

来自法国的Accordzéam乐队将以
完全不同的形式重新改编这部作品，
除了小提琴和低音提琴之外，他们还
添加了吉他（和双簧管）、架子鼓和手
风琴，充斥着流行、摇滚、乡村、爵士
以及即兴创作的音乐风格。现场观众
可感受一场幽默热情的鳟鱼环球冒
险音乐旅程。

家门口的“草地音乐会”，也颇具性
价比。

近年来，为深化浙江省“文艺赋美”
工程，丰富全市常态化文艺活动，台州
各地开展草地音乐会活动，面向社会广
招音乐人才。本土歌手、民间艺人以草
地为舞台，通过歌曲演唱、器乐演奏等
形式，献上一场场音乐盛宴。

记者了解到，各地开启了本年度的
音乐表演团队招募工作。期待在这个春
天，台州观众将解锁更多精彩、流动的
城市文艺景观。

市民精神生活还可以“加码”，家门
口的新兴文化空间是个好选择。

近年来，台州推进建设了一批特色
鲜明的优质新型文化空间，类型涵盖文
化驿站、和合书吧、乡村文化客厅等，面
向群众免费开放，提供艺术普及、互动
交流等公益性文化服务。

近日，椒江区文广旅体局、温岭
市文广旅体局通过官方平台公布了
3 月文化驿站活动安排。各地文化驿
站借助书店、银行等机构，活动办得
有声有色。

本月，椒江共有葭沚街道大隐文化
驿站（大隐书局）、白云街道锦鲤文化驿
站（泰隆银行台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下
陈街道文化驿站（下陈村文化礼堂）、沙
门文化驿站（黄色潜水艇酒吧）等 4个
点位，策划现场音乐秀、读书分享、手工
体验等活动。

温岭市将组织近 30场文化活动，
辐射太平、城东等5个街道，泽国、大溪
等 10个乡镇。温岭文旅部门在已建成
的文化驿站中，植入微型文化馆功能，
具备一定阅读推广、公益培训、文艺汇
演等功能，进一步向基层延伸文化普
及工作。

春暖花开三月天
文化活动抢先看

廖春妹刺绣作品《凤鸟栖枝》

王德惠书画馆展示作品

王德惠戏曲人物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