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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印象·文化

陶渊明与安徽

□徽印象·艺术

恬淡雅致的精神家园
史守海和他的山水画

周玉冰

□徽印象·动态

企业总裁书画展
征稿截止

星报讯（周良） 良好的企业文

化，是企业竞争力的不竭动力。文

化强省，需要全民参与，更需要众

多企业家参与，为帮助企业家们提

高企业文化艺术水平，市场星报

社、安徽省法人权益保护协会和安

徽省企业家联合会共同主办、徽印

象酒业支持的首届“企业总裁书画

展”征稿启事发布后，各大商会、各

企业总裁们积极备战，目前为止，

已经收到近百幅作品，届时将与特

邀作品一道展出，出版作品集。

目前，作品拍照、场地联络工

作正在进行，征稿原则上已经截

止，还在创作的企业总裁们尽快上

交作品，凡正式注册的各类企业总

裁及其公司高管书画家均可参加，

每人限1幅书画作品，高度不超过

六尺，一律为竖式，不需装裱，联系

电话 15715698655。详情登录星

空艺术网（www.xyishu.com）

朱新建专场
亮相盘龙秋拍

星报讯（周良） 安徽盘龙经

过几个月的全国征集，2014年秋

季中国书画、古董珍玩大型精品

拍卖会，定于 11 月 30 日合肥市

稻香楼宾馆东楼一楼多功能厅举

行。其中，朱新建写意专场，数

十幅精品力作供藏友选择。

近三十年前，朱新建在南京艺

术学院教书时，有句俗话：“宁要脂

粉气，不要书卷气”，震撼画坛。在

后来漫长的艺道探求之路上，新建

先生一直远离所谓“主流”，不介入、

不打探、更不参与，他深谙这个世道

“贫贱富贵”的规则，却置之不理！

坚守“俗人”之道，不掩、不装、不拿，

用真性情作画、以大才情示人……

如此成就了他无以伦比、独一无二

的艺术。欣赏朱新建作品请登录星

空艺术网（www.xyishu.com）。

董浩、孙小梅
合肥办展

星报讯（周良） 董浩、孙小梅

中国画展“对花-对画”定于11月

29日在安徽赤阑桥艺术空间隆重

举办。该展览由中央电视台书画

院、荣宝斋画院举办，松园红木等

单位承担。

作为中央电视台少儿节目主

持人的董浩，除了出色的主持外，

还具有深厚的书法、美术功底，写

字、作画自成风格。孙小梅的绘

画，神韵独特，朵朵百花，并非形

似，花枝交错，开合自如，清秀雅

致，神采飞扬。

在省文联主办、市场星报社协办的徽

园平价艺术月上，我看到了史守海的山水

画，画面清雅，一股诗意扑面而来。原来他

是著名画家钱雨亭的高足。

史守海为人朴实，几十年来一直执着

画画。他出生在合肥一个普通家庭，在艺

术上给与他最初滋养的应该是母亲。母

亲出生在芜湖一个地主家庭，上过私塾，

善于绣花。绣花要不断有新的画稿，母亲

便让喜爱画画的儿子史守海去画，画花

卉，画飞鸟。母亲绣得幸福、甜蜜，儿子也

在这样的绘画中找到了幸福，悄然种下艺

术的种子。

因为家庭条件所限，史守海一直无缘

正式拜师学艺，但对着小人书、画册自学，

没有间断。工作后，负责单位的宣传。有一

次，看到著名画家贾德江给鲁彦周小说设计

的封面，非常羡慕，也激发了他正式拜师的

念头。这时候，合肥许多人拜师著名画家钱

雨亭学画。 钱雨亭出生在江苏泰兴，1956

年，支援安徽建设，来到了合肥。也因之遇

到了新安画派著名画家张君逸，住在一处，

可谓朝夕相处，情同父子。有时陶天月、童

乃寿也来他们住处学习绘画，他们对新安画

派众多名家悉心领悟，共同提升。

一个机缘，史守海也拜钱雨亭为师。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充满理想的时

代。史守海和一些年龄比他或大或小的人

常常去钱雨亭家学画，相互切磋，物质是匮

乏的，但精神非常丰盈。随后，他又参加了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的学习，并与钱雨亭的

朋友童乃寿、郑若泉等人经常一起创作，也

默默学习他们的笔墨精髓。

史守海绘画之初，题材涉猎广泛，后来

专攻山水，他悉心领悟钱雨亭的笔墨意蕴，

但又明白“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道理，因

而一方面走进皖南桃花潭等地区写生，另

一方面又对历史上绘画大家进行临摹，尤

其钟情清初王翚及现当代李可染。一方面

追求线条质量，另外在皴擦上有讲求，以繁

密来营造山水的蓬勃生机。

史守海生性恬淡，他画画不为名利，而

是天性使然，也在平淡中画了一辈子画。退

休后，更是笔耕不辍，上午写字，下午画画，

力求书画互补。他钟情皖南山水，心追新安

名家。绘画时，干笔、湿笔并用，多以细笔皴

擦，追求一种清雅意蕴和耐人寻味的笔墨情

趣。构图上，山水、流云、飞瀑、古树、轻舟，

布局考究，呈现出秀逸清幽的风貌。

宁静自然，恬淡雅致，这也是史守海追

寻的精神家园。

葛文娟

陶渊明，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著名诗人、辞赋
家。他弃官归隐田园，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
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他与安徽，也有着不寻
常的情缘。

陶渊明与池州钱溪

陶渊明曾祖父或为陶侃，东晋开国元

勋。母亲孟氏，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

应该说，他如果一心向往仕途，是很有“前

途”的，可是他生性恬淡，不喜做官，最后一

个官位是彭泽县令，也仅仅是81天后便辞

掉了。

钱溪，即今池洲的梅梗，古时又称梅根

冶，是长江南岸的一个著名港口。陶渊明第

一次离开家乡浔阳（今九江），前往广陵（今

扬州）的途中，曾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夜晚。

二十年后，陶渊明在担任刘敬宣的建

威参军时，受刘敬宣派遣，于晋安帝义熙元

年三月，送表进京庆贺晋安帝复位时，曾停

船钱溪。这次船停钱溪，太阳刚刚落山，树

木葱葱。陶渊明信步江岸，梅梗集上袅袅

炊烟，田野路上牧童们的悠扬歌声也逐渐

稀疏下来，一片和谐静谧的气氛。

回到船舱之后，雨打船篷。当他一觉

醒来，江面清新，景色宜人，他写下了《乙己

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我不践

斯境，岁月好已积。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

昔。微雨洗高林，清飘娇云翩。眷彼品物

存，义风都未隔。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

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

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谆哉宜霜柏。

诗中描述他在久违的钱溪所见到的熟

悉的优美景物和敦厚淳朴的乡风，这是他

内心迷恋的。

陶渊明与东流

陶渊明曾任彭泽县令。在东晋时，东

流是隶属彭泽的一个黄菊乡，因遍开菊花

而得名。

陶渊明早闻东流的菊花远近闻名，而

过去几次乘船到建康路过这里，都因公务

紧急没有登岸观赏。终于有一天，他登上

江岸，放眼望去，牛头山上菊花怒放，黄澄

澄，金灿灿。陶渊明一面赏菊，一面办公，

查出隐瞒人口500多人。从此，他一有闲

空，就到东流赏菊，并发动街役砌石为墙，

辟了一块菊圃，自己荷锄植菊。《东至县志》

记载，陶渊明在东流作《九日闲居》、《劝农》

等诗篇。

陶渊明与黟县

陶渊明辞去县令，回到家乡务农。 几

年后，他完成了《桃花源记》。

有人考察，桃花源记描绘的情形与黟

县非常相近，黟县境内，沿着漳河，进入另

外世界——西递，被誉为桃花源里人家。

彭泽与西递并不远，皖南地形复杂，山

重水复之间，陶渊明是否真正到过黟县？

他没有给我们留下确切的证据。后来，黟

县又发现了陶氏家谱，清楚记载祖先为陶

渊明，因而，陶渊明与黟县，总是有因缘的。

陶渊明与望江

长江一泻千里，流经安庆望江县界这

一段，古称大雷江。江水绕过千年古镇华

阳约六里，便忽地向东北拐了个不大不小

的小弯，江岸由此形成了一片面积约两三

千亩的半月状沙滩地，名桃花滩，滩上遍植

桃树，绵延几十里不绝，春暖花开时节，竞

相绽放，争奇斗艳。

彭泽县县志办编著的《彭泽史话》有记

载：“安徽的宿松、望江二县，亦与彭泽县接

壤于长江北岸，犬牙交错，二县境内，原隶

属彭泽管辖的地面亦较广阔……民国二十

五年，国民行政院副院长，为统一堤防管

辖，提议：长江北岸皖、赣、鄂三省交界处，

改定以长江中心为界。”

可见，在古代，彭泽县境包括江北望

江、宿松一部分。陶渊明为彭泽县令时，自

然要过江而来，有一次，他来到桃花滩，停

留二日，受到村民热情款待。后来，桃花滩

改为陶寓滩，今天，华阳有陶寓村。当地人

说，《桃花源记》是描绘此处景致，这同样需

要确切考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