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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的记忆———党的好干部孔繁森

孔维克立足艺术传统袁深入地研究传统袁他的作品在用笔尧
用墨尧线条的走势尧笔墨的结构和画面的意韵等方面都做了很多
研究和探索袁进行了非常有益的实践袁如叶公车上书曳尧叶沐曳尧叶孔
子曳等代表作品袁就表现出自己的独特风格遥既有传统的继承袁又
有独到的开拓创新袁特别是对人物形象的把握尧画面的偏重装饰
味道的处理以及在画面构成上都很有研究袁同时袁对笔墨精神的
把握特别到位袁使作品形成了非常鲜明的个人风格和艺术特色遥

艺术源于生活袁孔维克一直坚持画生活速写袁他生动的速写
艺术在圈内也有口皆碑袁他的坚持和努力都化入了他的作品中遥

作为孔子的直系传人袁孔维克对孔子题材的研究尧创作取得了相
当可观的成绩袁创作了很多这个题材的作品袁对古典题材的研究
是孔维克在艺术方面的重要贡献遥 他的小品画袁 并不是作为小
品尧应酬画去画的袁而是表达他对古典题材尧古典人物的认识而
独具匠心地创作的遥 在他的这些作品中充满了对传统文化的深
刻理解袁体现出作者的全面修养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袁 孔维克以近现代题材大型主题性创作

的系列作品袁成为他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遥比如表现清末变
革的叶公车上书曳尧反映青年生活的叶沐曳尧反映建党题材的叶王尽
美邓恩铭曳尧反映辛亥革命的叶孙中山曳等遥

尤其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主题意境的深化方面袁 孔维克
准确把握历史事件的思想内涵袁用传统笔墨表达重大历史事件袁
在众多人物的组合和画面的整体架构上都有非常大的突破遥 如
在叶公车上书曳的创作上袁孔维克反复地画袁在年轻的时候就画
过袁 后来在作为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创作中又把作品深
化了袁使作品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遥 在重大题材创作评选中袁大

家见证了这件作品一步步地深化袁 认为在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
术创作工程中这件作品是很突出的一幅作品遥

山东是一个具有优秀传统文化根基的大省袁 担任山东画院
院长的孔维克有了更大的抱负袁 希望把山东中国画创作能够在
他的任职期间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遥

对艺术的追求袁让孔维克焕发出新的青春和激情袁也让孔维
克的艺术之路越走越宽遥

刘大为

用笔墨探索传统文化精神

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评孔维克人物画

孔维克简介

孔维克，1956年生于山东省汶上县。现为中国统促会理事、民革中央画院
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清华美院高

研班导师、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山东画院院长、山东省美术家协会

常务副主席、山东省政协常委、民革山东省委副主委。荣获“中国画坛百位杰出

画家”称号 。

代表作《孔子周游列国图》、《公车上书》、《沐》、《杏坛讲学》、《高士图》、《白英

点泉》等在国际大赛和全国美展中分别获金奖、铜奖、优秀奖、荣誉奖。文集《砚耕

堂随笔》获山东省第三届刘勰文艺理论奖；主创作品《不抛弃不放弃》（合作）入选

第三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并获山东省第二届泰山文艺奖一等奖。先后在北京、

深圳、中国台湾等地以及日本、新加坡、美国、韩国、奥地利、法国、德国、澳大利

亚、新西兰举办联展和个展。国内外许多重要学术刊物均做过专题报道。作品及

传略被收入各类画册和辞书。代表作数幅入载国家美术出版工程《中国现代美术

全集》中国画卷、壁画卷、插图卷。先后出版画集、文集、书法集、写生集等 20余
种。被中国收藏家协会列入“中国首届收藏界排行榜———十大画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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