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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宁儿童画

睢宁县文化名人

睢宁儿童画地域特色的文化内涵

《中国书法报》走进徐州睢宁
文
化
地
理
中
国
行

本报讯（记者 弓宇琪）4 月 3
日下午，“《中国书法报》文化地理
中国行暨中国书法传媒集团联络
处、《中国书法报》联络处授牌仪
式”在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儿童画
活动中心举行。

中国书协理事、中国书法出版
传媒董事长·总裁、书法出版社社
长、中国书法报社社长·总编辑、中
国书法杂志社社长李世俊，睢宁县
人大主任赵李，睢宁县政协副主席
吴野、秘书长张文静，睢宁县文联
主席王庆、副主席王鸿儒，睢宁县
书协主席李东海，中国书法报社副
总编辑臧蔚彤、采编中心总监弓宇
琪、办公室副主任栾熙彦等40余人

参加了活动。前来祝贺的还有中
国人民大学博导、著名美术史论家
陈传席、徐州市美协主席高洪啸、
书法家翟立新。活动由睢宁县美
协主席申光主持。

活动伊始，高洪啸介绍了徐州
及睢宁的文化环境以及书画发展
情况。他指出，徐州历史文化悠
久，是汉文化的发源地。近年来徐
州的书法艺术有长足进步，徐州是
我国首批命名的“中国书法名城”，
近年来徐州市委市政府重点打造

“彭城画派”，已形成鲜明的地方特
色，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李世俊介绍了此行的意义，他
表示，为弘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艺术，彰显淮海经济区人文艺术特
色，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繁荣
发展，中国书法出版传媒特推出

“《中国书法报》走进徐州睢宁”专
题报道活动。此活动为“《中国书
法报》文化地理中国行”之一，“《中
国书法报》文化地理中国行”已先
后走进众多文化名城、名乡，深耕
文化、守望传统，深受广大读者好
评，市场反响强烈。《中国书法报》
以“传承中华文明，弘扬时代精神”
为办报宗旨，此次《中国书法报》走
进睢宁进行书法文化交流并设立
联络处，是践行“文艺创作要扎根
人民、扎根生活”精神的体现，希望
通过联络处的建立能够更好地为
睢宁广大书法爱好者服务。

赵李在讲话中指出，睢宁处于
淮海经济区的中心地带，交通发
达，近几年睢宁的经济发展迅速：
2016 年睢宁县在全国百强县位居
第84位，竞争力等级为A+级，同时
也是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
强县之一。2017 年睢宁县在全国
投资潜力百强县位居77位，国家知
识产权强县工程试点（区）。2018
年既是“十九大”会议精神深入落
实和贯彻的一年，也是睢宁县委县
政府在推进“振兴乡村”的关键之
年。睢宁地处苏鲁豫皖交界，与周
边的宿迁、淮安、枣庄、临沂、宿州、

蚌埠、淮北、商丘等城市经济发展
联系紧密，而且往来交流便利，成
为淮海经济区的新兴城市。睢宁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大力弘扬本土
文化，睢宁目前仍然是全国唯一的

“儿童画之乡”，在这片丰沃的土地
上，活跃着一批热爱书画艺术、为
艺术教育事业而努力耕耘的书画
作者。

著名史论家陈传席教授为大
家分享了他最近的研究方向和成
果，为广大书画作者上了生动的一
课，他鼓励睢宁年轻的书画作者，
一定要立足本土文化，发扬拳拳爱
国、爱家之心，努力搞好学术研究，
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水平，为弘扬
传统文化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

随后，李世俊、王鸿儒共同为
“中国书法出版传媒集团联络处”
揭牌，李世俊、申光共同为“《中国
书法报》联络处”揭牌；李世俊为王
鸿儒颁发“中国书法出版传媒集团
联络处”主任聘书，为申光颁发

“《中国书法报》联络处”主任聘书。
“中国书法传媒集团联络处、

《中国书法报》联络处”的设立，是
对睢宁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的有
力推动。两个联络处的成立，将大
力助推包括睢宁在内的徐州书法
文化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会助推淮
海经济区书画事业的长足进步。

鲜明的民族性

睢宁儿童画从诞生的那一天
起不仅具备了显著的民族特色，而
且一直保持和发扬着这种文化特
色。具体说来，睢宁儿童画的民族
特色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鲜明的民族特色表现在
特有的中国画技法上。据初步统
计，睢宁儿童画在各国展出和获奖
的作品中，以水墨为主要表现技法
的占70%以上，这也形成了睢宁儿
童画的民族性的主要艺术特色。

其次，鲜明的民族特色还表现
在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上。睢宁县
历史文化悠久，民风淳朴，这些都反
映在睢宁儿童画中。如 1990 年的

《我爱我的小山羊》、1996年的《鸡儿
黄黄》《我帮妈妈做家务》等这些有
中国传统水墨特点的睢宁儿童画，

深刻地描绘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
富民政策在乡村实施后人们对幸福
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展现了孩子们
在课外帮助家长做事，从小热爱劳
动的良好道德品质。可以说，这是
苏北广大地区农村生活场景的真实
再现，原汁原味地反映出这个地方
人们朴实淳厚的道德观念。

独特的地域性

睢宁地处苏北黄淮平原，黄河
故道河流交错，农田阡陌纵横，农
家小院掩映在林木阴翳之中。

在睢宁儿童画中，以睢宁当地
的景物作为表现对象的儿童画比
例很大，例如《金色的小山村》等画
就是以九镜湖（庆安水库）为背景
创作的，另外流经睢宁境内的黄河
故道、意杨林、草地、滩涂、河流、名
胜古迹、公园、岠山等景物，在儿童

画中都有所反映，而且人物的思想
意识也都带有明显的地方特色。

睢宁儿童画作品中的一笔一
画、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一景一
物，都带着睢宁当地自然和人文的
特征，也沉浸着孩子们对生活积极
向上的追求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艺术风格的多元化

艺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
要的载体之一，运用艺术形式传递
情感和思想是整个人类历史中一
种重要的文化行为，而这种文化行
为始终不停地在开放中发展变
化。在如今这个多元文化的社会
环境中，艺术教育自然而然地具备
多元化倾向。睢宁儿童画发展至
今，走过了许多曲折之路，不论是
从美术学科的角度，还是从文化的
分类方法上严格说来，睢宁儿童画

本身就算不上是一个独立的画种，
所以它没有严格的技法界限。正
因为如此，才可以说它在发展的过
程中始终处于一种开放的态势，所
以它的风格多种多样而且千变万
化，从这个意义说，睢宁儿童画的
创作风格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和多
元性。尤其是近年来睢宁儿童画
的发展涌现出多维的态势：水墨
画、水粉画、彩色水笔画、版画、装
饰画、蜡笔画、写生的线描，以及各
种技法相互杂糅等形式并存的局
面越来越明显。1991 年在日本第
21届国际儿童画展获得金奖的《龙
门石窟》一画就借鉴了绘画大师吴
冠中的表现方法，用写意的笔法，
简洁地勾勒出山的轮廓，在水纹的
处理上，又巧妙地以白色的油粉笔
画出波纹，再施以蓝色渲染，清晰
地再现了河流的动感。

陈传席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中国人

民大学佛教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美协
美术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宣部评阅
员，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理事，中国文
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出版《陈传席文集》《六朝画论研
究》《中国山水画史》《中国绘画美学史》

《中国绘画理论史》《中国紫砂艺术》《精
神的折射》等著作。

睢宁县历史文化
尚 辉

美术学博士，先后任江苏省美术馆
学术部主任助理、副研究馆员，上海美
术馆学术部副主任、典藏部主任、研究
馆员，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研究馆
员。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杂志
执行主编、上海美术馆研究馆员、上海
刘海粟美术馆艺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多
伦现代美术馆艺术委员会执行委员。
作品曾获“建军 60 周年全国美术作品
展览”一等奖。

张尔宾
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研究员，江

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一级美术
师，南京十竹斋艺术研究部主任研究
员，南京昆曲社艺术顾问，南京山水画
研究会副会长，南京书画院研究员，南
京博物院特聘画师，（新华社）新华书画
院特聘画师，（民盟）江苏国风书画院院
长，南京市第十、十一、十二届人大代
表，江苏省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文化
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张尔宾长期坚持民族绘画传统的学习、创作和研究。先后师从许公
泽、钱松嵒、林散之、高二适、亚明、宋文治等名家学习诗文书画，经受过正
统严格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绘画技法训练。他笃信“转益多师是汝师”的信
条，对宋、元、明、清诸家的认识特别是沈石田、石涛、石溪、八大、程邃，以
及以龚贤为首的金陵八家等大师的作品心摹手追，对近代黄宾虹、傅抱
石、李可染大师的作品也悉心研究。尔宾先生足履名山大川，到真山真水
中领悟真情，以先贤为师，以造化为师，力图融会贯通，自辟蹊径，因而形
成了蕴厚含蓄、灵动多变的个人风貌。20世纪80年代初，他为南京清凉
山崇正书院创作大型壁画《石城雪霁》，绘制并出版了《金陵山水名胜五十
景》《中国名山胜迹图》《群峰竞秀》巨幅长卷，《春江花月夜诗乐画卷》等系
列作品，并有《太行天下脊》《三峡诗画》《钟山四景》《烟雨莫愁湖》等代表
作品。他在创作的同时结合实践研读画史画论，他认为“笔墨性情”是中
国画的美学品格和审美标准，体现了中国画的写意精神，他把学习创作研
究过程概括为练、悟、变，主张以变为新，常变常新。他创办和主持《十竹
斋艺谈》专栏，多篇论文著述和作品先后在国内及美、日、法、意、新加坡、
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展出或报刊发表，作品获中国国际文学艺术作品博览
会美术特等奖、国际美术书道交流展一等奖等，并被博物馆、美术馆等机
构收藏，个人传略入编多部名人辞典。

在中外艺术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像当下中国这样萃集了这么多
优秀艺术家，着眼于对这个国家历史与现实的表现；在当下以碎片化与私
密化为表征的全球性消费主义艺术风潮中，中国当代美术却以一种国家
宏大叙事的视觉艺术史诗追求来构建崇高美学、熔铸中国精神，这或许都
体现了中国美术对当代性开拓的另一种思考与实践。

——2017年1月23日发表于《文艺报》
当我们以这种自信的艺术姿态和文化心理在世界舞台上展示真正体

现了中国当代美术成就的作品——诸如中国画的现实观照与多样探索、
油画的写意特征等和漆画的语言自立等造型艺术的多种现代媒介转换
时，我们就不会再为是否具有他者的那种全球化艺术、是否具有他者的那
种艺术当代性而气馁自惭。因为，中国精神所持守的艺术人文理想，正在
构建新的全球文化理念与艺术框架。

——2016年12月4日发表于《人民日报》
在这个恢弘而壮阔的艺术史中，美术门类的引进、美术运动的兴起、

美术创作的开展、美术流派的新生，都和现实社会构成了中国艺术史上从
未有过的紧密联系，都努力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为这个社会最大多数
人的利益而歌哭，为这个民族的振兴与繁荣而奋争。

——2011年7月6日发表于《中国文化报》

睢宁位于徐州东南部，处于淮
海经济区的中心地带，不仅交通发
达，而且文化深厚，早在新石器时
代，睢宁已有人类居住。从下邳国
到睢宁县，绵延几千年的历史文化
彰显着城市的厚重底蕴。

地名由来

相传徐国国君来到邳地，发现
有许多短尾鸟，时人统称隹鸟。隹
鸟在这里大量繁衍，成为一害。徐
国国君听臣子报说，彭祖篯铿曾烹
制味道鲜美的雉羹奉献给尧帝，彭
祖后代多擅长烹饪隹鸟，可以用这
种方法除掉隹害。于是国君封彭
祖的一名后代为“除隹重臣”，让他
为自己做隹鸟食物，并将这种美食
推荐给周王。周王非常喜欢，并到
邳国参观，看水上隹鸟飞翔，心情
愉悦。目睹隹鸟，目与隹合而成

“睢”，由是这条水系便名为“睢
水”。

睢水流域在汉初建制为“睢陵
县”。后来睢水连年泛滥，人们期
盼安宁，于 1218 年改称睢宁县，取

“睢水安宁”之意。

鸡宝泉遗址

鸡宝泉遗址位于岚山镇政府驻
地向西约7.5公里处，界于苏皖两省
交界地带，四面环山，为山间冲积
带。此遗址东西长 280 米，南北宽
250米，总面积70000平方米。文化
层厚在1.5米以下，采集标本有：夹
砂红、灰陶鼎足，足面有1至5道竖
向沟槽；夹砂灰陶尊，缸形口沿，深
腹，外部附加堆纹及短竖纹。遗址

文化内涵丰富，以大汶口晚期（前
2900 年—前 2400 年）和龙山早期
（前2400年—前2200年）文化遗物
为主，兼有商周及汉代遗物。

铜牛灯

铜牛灯是国家一级文物，汉代
文物的精品。出土于睢宁刘楼的
汉代墓穴，为水牛驮灯的形象，由
牛身、灯座和灯顶组成。水牛昂首
站立，牛体中空，牛背中心有圆洞，
上置圆筒至灯座，灯座有顶盖，牛
两角作为通道，与顶盖相连，烟可
进入两牛角进行水解，起到环保作
用。铜牛灯反映了当时铜器加工
的工艺水平和人们的环保意识。

牛耕图

牛耕图是在睢宁县双沟镇出
土的汉画像石，是徐州汉画像石
的精品和代表作，收藏于中国国
家博物馆，并印在博物馆的门票
上。牛耕图冲破了汉代以贵族生

活为主的选材传统，以农家生产
活动为题材，在描写农夫呵牛扶
犁耕作时，加入了“箪食壶浆”的
妇人和车旁的小狗，生活气息十
分浓厚，整个画面有静有动，有远
有近，布局紧凑合理，富有浓郁的
诗情画意，无论从历史研究还是
从艺术角度去看，都是弥足珍贵
的艺术瑰宝。

儿童画

睢宁县儿童画起源于1955年，
自县实验小学美术教师李训哲先
生成立课外美术兴趣小组始，至今
已有60余年历史。特别是1983年
成立睢宁县儿童画工作者协会，建
成 2100 平米的儿童画活动中心以
后，睢宁儿童画发展规模不断壮
大。

2004年10月，睢宁县委县政府
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出台了一系
列繁荣和发展睢宁儿童画的新举
措，决心通过发展儿童画特色教

育、特色文化和特色旅游，把睢宁
儿童画做成睢宁的品牌和名片，促
进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睢宁儿
童画又一次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在2010年日本第40届世界儿
童画展评选中，睢宁儿童画再创佳
绩，共有98幅作品获奖，其中特别
金奖1枚、金奖5枚、银奖5枚、铜奖
9枚、派通奖78枚。再次成为获奖
大户，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儿童画
之乡”的魅力。

睢宁儿童画以新颖明快的乡
土气息，充分表现出孩子们独特的
思维方式和非凡的创造力，洋溢着
童心的天趣和光彩。自由自在的
夸张、变形，形成了稚趣天成、生机
盎然的独特风貌。睢宁儿童画不
仅在开发智力、张扬个性，从小培
养孩子的美术素养、促进儿童德、
智、体、美、劳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着
巨大的作用，而且促进了中外文化
的交流，为世界了解睢宁、睢宁走
向世界架起了桥梁。

汉代牛耕图汉代铜牛灯

陈传席先生的山水画，延续传统文人画一脉，又善于用宏取精。他的
画作皆以文心造境，画意清远，景趣萧疏，诗笔浓郁，文气充沛，风格超
逸。他的山水画创作主要有两种面目：大幅山水画作品大气磅礴，雄浑苍
莽，气质高华，格调雍容；闲适小品山水画则多为笔墨简净、宁静清远、意
趣深幽、风雅宜人之作。他在创作中，还经常选择带有超世理想象征和清
贞人格意蕴的高士作为点景人物形象，意在寄托创作主体的烟霞啸傲之
志和渔樵隐逸之怀。在先生的这些带有符号象征式的传达中，寄寓着他
对传统隐士文化幽意和精神象征因子的意象化“诠释”，因此，画面往往能
够钩沉出的是一缕缕意境清远的文化情思。而这些画面又从一个方面印
证着陈传席先生的人生体验、林泉之心和迈往之志。

诚如曾国藩所说：“书味深者，面自粹润。”作为著名的文化史学者，陈
传席先生著书作文之余，亦常以诗画自遣，掇景发兴。因此无论是他笔下
的独钓烟霞、拂觞鸣琴、坐究四荒的高士，抑或是烟树孤村、峣 峰岫、云
林白水等意象，常能妙极情致，自臻佳境。而知赏者自能于其画作心领神
会那些蕴结画面之中的深湛哲思和生命觉性，或能于其随意荒率用笔之
处，见出古之高士们简淡玄远的哲人幽怀。

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