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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1年《北京画院美术馆年鉴》结合美术馆工作内容进行编辑整理，收录展览研究、评论文章，
编辑研讨会、讲座文字，整合展览档案、观众留言与媒体报道，成为本年度美术馆工作内容的翔实资
料。
年度内，美术馆还配合文化部工作要求编写《全国重点美术馆丛书——北京画院美术馆卷》。
　　《北京画院美术馆年鉴（2011）》由北京画院编著，供相关读者阅读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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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心诗自书——齐白石笔下的书法意趣”陈列展览中，经研究发现，白石老人的
书法衍变与他的画风形成有某种暗合，白石老人绘画中平直刚健的笔法和他的书法篆刻有相当联系。
齐白石的书法艺术，如从渊源、风格上讲，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一、1870年齐白石八岁，在蒙馆读
《三字经》、 《百家姓》时，学的是端庄、平正、横平竖直、千篇一律的馆阁体，但这类作品几乎未
见传世。
二、l988年齐白石二十六岁时，拜湘潭著名肖像画家萧芗陔（传鑫）为师学画肖像；1889年拜当地名
绅胡沁园、陈少蕃为师，开始学习《唐诗三百首》、 《孟子》、 《聊斋志异》等书，书法由馆阁体
改学何绍基体。
 三、1903年齐白石四十一岁时，在北京结识了李瑞筌（筠庵）和曾熙，后遵筠庵之意，书法改学魏碑
，即学《郑文公碑》、 《爨龙颜碑》体；约四十七岁左右，齐白石改学李邕（北海）。
四、齐白石学金农、郑板桥书法，应当晚于1906年。
五、约六十岁以后，齐白石书法熔李北海、何绍基、金农、郑板桥、吴昌硕以及《天发神谶碑》、 《
祀三公山碑》于一炉，书风纵逸遒宕，坚凝劲健，有骨有肉；约七十岁时，他抛弃了前人的矩镬，以
意为书，熔铸自家风貌，形成了大气磅礴、力发千钧、笔画纵横雄劲、结体自然朴实、内实外张的独
特的晚年书法风格。
 白石老人正是在孜孜不倦的艺术探寻中，创造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从书法作品和绘画题跋中
流露出真性情。
展览正是从齐白石这一书学历程的作品呈现中展示对于齐白石书法艺术研究的新成果。
 三、以文物图稿资料还原历史背景 仅从艺术作品的角度来还原艺术家的整体风貌是不全面的。
学术研究的目光不能局限于作品本身的图像语言，还要宏观地把握画家所处成长时空和生存环境。
通过艺术家的札记、手稿、信件以及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来还原立体的、真实的艺术家形象。
当然，这一陈列方式主要作用于美术史构建的理论研究成果。
 在北京画院藏的齐白石画稿中，山水画的画稿数量最多，院藏的齐白石《寄园日记》里留下了1909年
“五出五归”的东粤之行中诸多齐白石游览时的画稿，这些画稿可分为写生、默记、追记和笔记等形
式。
其中农历二月二十日齐白石乘坐轮船围绕芜湖画采石矶四张写生稿，并以文字形式记录了采石矶的特
征。
这都说明齐白石山水画中的许多形象都来自他对现实山水的真实观察和感受，而《寄园日记》也被认
为是研究齐白石最有价值的文物之一。
 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日记、书信、传记、联语、诗和诗序等，这些珍贵资料是研究齐白石生活、思想、
情感、性格、交游、成长和艺术创造各方面的第一手材料。
对齐白石艺术研究和20世纪美术史研究是极有意义的。
 对艺术家及作品进行广泛深入的探究，形成具有切合实际的富有指导性、前瞻性的策展方案是指导展
览陈列取得成果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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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京画院美术馆年鉴(2011)》由北京画院编著，供相关读者阅读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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