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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培国
就业之前，张鹏就受

教于众多鲁派内画大师：
李克昌、文向君、吴建柱、
陈东舜、父亲张广忠、母亲
孙凤琴、叔叔张广庆。画
完一件作品，拿着找大师
们看看，都给点拨点拨。
当时张鹏受父亲影响，画
山水多。大师们不忙了，
也好四下转转，就到张鹏
桌子前看看、说说。画腻
了一个画面，喜欢画点啥，
他会找大师们再给画个样
子，回来再比着临摹。李
克昌、文向君、吴建柱等画
在小画册上的范画，还都
保留着。

搜尽奇峰打草稿
自有神韵在笔下

张鹏的内画题材也由
山水兼画人物、动物、花
鸟，受李克昌《洛阳兴殿
图》《观潮图》影响，也画些
界画（亭台楼阁）。界画对
线条要求特别高，在宣纸
上画，有时会借助格尺，才
能横平竖直，在壶中作画
只能挺住手腕，把每一根
线条拉直，一根线条失败
往往前功尽弃。就张鹏个
人体会，界画是内画里最
难的题材，比人物还要难，
当然人物群像也不容易，
比如《水浒》一百单八将。
场面宏大的界画是最难画
的。内画四大流派，就是
鲁派擅长画大场面，而且
画得最多。京派、冀派不
画这种，后来才有所变化。
像父亲、叔叔同辈、同龄的
那些京派、冀派内画家，从
来不画大场面的东西，王
习三先生可能画过《百子
图》，算是场面比较大的。
鲁派大师们几乎人人都有
大场面作品，如《百美图》
《一百零八将》《五百罗汉》
《洛阳兴殿图》《洛神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
鲁派内画引领潮流，树立
内画艺术标杆。说全国内
画看博山，绝非夸张。第
一，没有人超越。环境使
然。张鹏父辈那一代，依
托博山美术琉璃厂，从业
人员多，氛围也好，你争我
赶，你创作一个《一百零八
将》，我就创作个《五百罗
汉》，环境造就了一大批艺
术高超的内画艺术家。那
个年代就是以厂为家。上
世纪80年代是鲁派“黄金
十年”。大家都是相互帮
衬、你追我赶，一人进步，
他人便暗下决心，不甘落
后。所谓氛围好，一是在
内画艺术大师周围形成了
五六十人的内画艺人团
队，加上为内画配套的上
下游辅助人员，这个专业
团队的规模超过了上百
人。二是厂里为他们提供
了良好的创作条件，比如
每年组织内画艺人两次赴
外写生，搜尽奇峰打草稿，
自有神韵在笔下。

延续内画薪火

文静的内画更有一
番气象，她全盘承袭了父
亲文向君的纸上功夫和
壶中技艺，尤以金鱼为
最，把父亲最得心应手的
金鱼题材发挥到出神入
化的程度。

从小学开始，文静受
父亲的引领，在工笔花卉、
葡萄等题材上的涂抹已经
有模有样，后来又倾倒于
父亲仕女、观音绘画中线
条的精准。经过数年苦
恋，终于练就了寓柔婉于
刚劲之中的线条童子功。
之后又喜欢上了父亲的金
鱼，父亲没有让文静信马
由缰，而是继续磨炼她童
子、仕女、人物的精确表
达，直到有一天，父亲看到
文静的笔触逐渐减少了圆
滑，多了几分生涩的时候，
说，你可以专心画你的金
鱼了！这个时间节点正是
1997年，宣示着她内画题
材、风格的基本形成。

后来，李梓源成立了
艺术中心，张广庆成立了
内画院，文向君受博山区
政府邀约从淄川回到博
山，结婚不久的张鹏、文静
夫妇随之返回博山，进入
新组建的博山陶琉艺术研
究院。

其后，张鹏、文静经历
了一次短暂的“逃离”———
从内画艺术的情境里逃离
出来，经营了十年的快餐
饭店，经营“双眼皮饺子”
（博山水饺）。这次“逃离”
是内画市场低迷的逼迫，
是生存的尴尬，讽刺意味
强烈的是煮水饺果然比画
内画挣钱，三个月竟然可
以全部收回投资，接下来
的时间就是盈利。这种痛
快愈甚，内心的痛楚越深，
说到底，张鹏、文静是为中
国内画而生、为鲁派内画
而生的。这种“逃离”也就
注定以最终回归为唯一目
的和路径。

有了钱和资本，却不
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延
续内画的薪火。果然，中
国鲁派内画保护单位落在
了张广忠先生身上。张广
忠对儿子张鹏说，成了保
护单位，内画不再是我的
事，也不再是张家的事、博
山的事，而是国家的事，没
有退路了，就得传承下去，
是时候回来了。夫妻俩双
双回归。成了保护单位，
得有个展馆，就有了“内画
张艺术馆”。2016年7月，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日用玻
璃协会授予中国玻璃（琉
璃）艺术大师、中国内画艺
术大师张广忠“中国琉璃
内画张”荣誉称号。继而，
张鹏申报“套料内画鼻烟
壶”、文静申报“内画项珠”

“多彩琉璃内画瓶”为市级
非遗保护项目，作为国家
级、省级非遗的衍生保护
项目。

（下）

走近
“中国琉璃内画张”

心无旁骛 潜心创作

“黄金十年”虽然已成过去，但艺术创作的
繁荣气息在张鹏的内心始终没有散去，心无旁
骛、潜心创作早已成为他的生命模式。夜深人
静之际，是他灵感频发的美妙时刻，一擦一皴，
无不带着灵性。《江山揽胜》《春江泛舟》《十八
罗汉》《秋山飞瀑系列》，都是内画艺术成熟的
标志性作品。《秋山飞瀑系列》部分借助了写生
所得，满山红叶，层林尽染，高山流水，激发出
丰沛的创作灵感，结合早期临摹古人山水的古
意印象，形成了感受不一、情景各异、个性表达
的六七个系列作品，积攒了半生的胸臆喷薄而
出，传统摹写的古意与当下写生的鲜活融为一
炉，一吐为快！

《秋山飞瀑系列》的创作在内画载体上也
有了相当大的突破，在李克昌先生、文向君先
生当年突破“壶”概念的基础上，每一件作品都
是根据画面要求定向制作多彩琉璃瓶，在瓶壁
上铺陈足以呼应画面的色块，形态恣意而精
准，寻求秋山特定的丰富色彩和高山叠瀑构图
范式的最佳呈现方式，在丰富的层次叠加之

文向君内画作品

文静内画作品

中，达到形式感与思想
性的高度契合，赋予作
品以强烈的冲击力、现
代感，这是传统山水题
材内画所达不到的境
界，为中国内画开辟出
一片崭新的领地，从而
形成了独具个性的艺术
标识。

进入内画艺术成熟
期的文静，时常回忆起
父亲带着她出差各地，
参观各级各类博物馆、
花鸟鱼虫市场的情景。
她开始不断买鱼，不断
养鱼，各个品种都买，然
后观察。如今，她若出
差，必去看人家那里各
种鱼类的品种，现场观
察个够，再用相机拍下
来，带回来研究，对金鱼
的品种、特性非常了解。
除了家承、实物观察，文
静还大量摹写历代名人
金鱼题材的绘画经典，
包括钱彗安、吴作人、叶
秀炯、刘室龄、汪亚尘，
从中吸取自己能够领
会、驾驭的风格和技法，
又把大写意、小写意、工
笔尝试一遍。

文静觉得，工笔已
开始限制自己思想的表
现，放不开手。她在积
蓄力量，寻找灵感，慢慢
从父亲的小写意金鱼中
走出来，逐渐形成自己
半工半写的特色，最终
找到自己得心应手的表
达方式和艺术风格。文
静的鱼，已经有了“抓
人”的魔力，任何一条
鱼，只要与某位观众照
面，都会径直游进观者
的内心。宜兴有位著名
策展人，带着朱泥紫砂
壶大师营林法来博山考
察，偶尔见到文静纸上
画的金鱼，立刻邀请她
去宜兴，把金鱼线刻在
紫砂壶上，效果出奇地
好，是一个开创，多次发
来邀请继续合作。2017
年，著名书法家曹子玉
先生陪同苏州某位收藏
家一行参观艺术馆，一
眼相中了一件《金玉满
堂》内画壶，一口价纳入
怀中。

除了琉璃这个传统
载体以外，天然水晶、玛
瑙也被张鹏、文静在内
画方面大量使用。天然
水晶可以根据水晶纹
理，钛晶、黄晶、绿鬼魂、
白幽灵等宝石级晶体，
专门设计绘制与之相呼
应、能对话的画面，材料
的稀缺、价值的昂贵，让
独领风骚的中国鲁派内
画得到了更炫目的依
托，相得益彰。

心中有使命
笔下有乾坤

内画家的画风非常
清晰，是谁的，一眼就能
看出来。张广忠的人
物，以罗汉为主，最出名
的是《五百罗汉》《降龙

伏虎》，还有《八大名医》
《水浒故事》《三国故
事》。《五百罗汉》至今还
是孤品，一只瓶子里头
画上五百个罗汉，一般
人很难驾驭。巧妙的构
思、微妙的表达，自成一
格，别人模仿不来。张
广忠的山水小写意也很
难模仿，有独特的隽永
和韵味，是毕生揣摩所
得，不是仅靠技巧所能
抵达的境界。张广忠那
一辈的内画大师，都有
非常过硬的纸上功夫做
支撑。张广忠的山水、
张广庆的动物花鸟，都
是纸上妙品。张广忠绘
画的源头活水则是持续
不断地写生，背后又是
古画临摹的深厚功底。
临摹古人成为张广忠国
画技艺娴熟的不二法
门。夜灯下，铺开纸临
摹古画的父亲影像早已
深深铭刻在幼年张鹏的
内心深处。

小时候，父母引导
张鹏大量临摹小人书、
连环画。大一点，他就
比着画册临摹，形成了
对线条、构图、色彩的基
本概念。及至开始画内
画，只不过是变换了一
下工具而已，对内画工
具的掌握就是“熟能生
巧”四个字，而画里高下
就看外画功夫也就是纸
上功底了。外画功底深
厚了，内画自然而然神
采斐然。张鹏几乎付出
了近四十年的时间用于
临摹，访古问今，四十岁
以后，进入创作鼎盛期，
艺术风格渐趋成熟和定
型。腹无诗书、囊中乏
物，笔下能有乾坤？

作为对张鹏内画艺
术的肯定，十年来，行业
内的国家级奖项，如轻
工业联合会展览金奖、

“百花奖”“金凤奖”等频
频青睐张鹏，他也跻身
中国玻璃（琉璃）艺术大
师、中国内画艺术大师
之列。作为为数不多的
内画界大师伉俪，文静
也荣膺中国内画艺术大
师、山东工艺美术大师、
山东省齐鲁首席技师
称号。

说到鲁派内画的前
景，话题并不轻松。虽
然政府在强力扶持，力
度不断加大，但让更多
从业人员加入仍很困
难。凭这门技艺挣饭
吃，小孩一就业干内画，
挺难。还得想办法让青
年人热爱这个工作，喜
欢内画，最终能够看到
经济效益才行。这几乎
是所有工艺品行业的整
体性状况，也是为什么
要进行非遗保护，保护
就是支持它不能断绝。
当然，政府推动是一方
面，个人努力才是根本
动力。张广忠说，现在
人都浮，浮躁，上手就想
见到效益，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