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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级
获
奖
入
展
情
况
︵
中
国
美
协
举
办
画
展
︶

1
︽
老
表
︾
荣
获
第
二
届
全
国
少
数
民
族
美
术
作
品
展
银
奖
。

2
︽
赣
南
冬
日
︾
荣
获
国
庆
五
十
五
周
年
全
国
青
年
书
画
展
铜
奖
。

3
︽
山
里
的
老
表
︾
荣
获2005

年
全
国
中
国
画
展
优
秀
作
品
奖
。

4
︽
老
表
哥
︾
入
选2004

年
全
国
中
国
画
展
。

5
︽
又
是
一
个
好
年
头
︾
入
选
第
二
届
北
京
国
际
双
年
展
美
术
特
展
。

6
︽
出
山
︾
入
选“

长
江
颂”

全
国
中
国
画
提
名
展
。

7
︽
赣
南
墟
日
︾
入
选“

太
湖
情”

全
国
中
国
画
提
名
展
。

8
︽
进
城
︾
入
选“

草
原
情”

全
国
中
国
画
提
名
展
。

9
︽
快
乐
老
表
︾
入
选2006

年
全
国
中
国
画
展
。

10
︽
家
和
致
祥
︾
入
选2007

年
全
国
中
国
画
展
。

11
︽
春
光
︾
入
选
第
四
届
中
国
美
协
会
员
精
品
展
。

12
︽
走
进
白
裤
瑶
︾
入
选
第
五
届
中
国
美
协
会
员
精
品
展
。

13
︽
又
见
春
光
︾
入
选“

中
华
情
全
国
美
术
作
品
展”

。

14
︽
秋
阳
︾
、
︽
清
韵
︾
入
选“

华
东
六
省
一
市
中
国
画
展”

。

15
︽
回
乡
︾
、
︽
祖
孙
情
︾
、
︽
仕
女
︾
入
选
全
国
当
代
实
力
派
国
画
家
提
名
作
品
展
。

16
︽
五
月
惠
风
︾
入
选
全
国
中
国
画
名
家
作
品
展
。

张
启
锋
，
男
，1960

年
生

于
江
西
大
余
，
中
国
美
术

家
协
会
会
员
，
赣
南
师
范

学
院
教
授
，
硕
士
研
究
生

导
师
，
赣
州
书
画
艺
术
研

究
院
副
院
长
。
北
京
民
族

画
院
、
江
西
中
山
书
画
院

首
批
特
聘
画
家
。 

作
品

二
十
余
次
入
选
中
国
美
协

举
办
的
全
国
画
展
；
出
版

︽
中
国
美
术
家
张
启
锋
︾

画
集
︽
张
启
锋
国
画
作
品

集
︾
，
︽
八
境
台
︾
被
江

西
省
人
民
政
府
收
藏
，
多

篇
学
术
论
文
发
表
在
︽
美

术
︾
等
专
业
期
刊
上
，
近

百
幅
作
品
被
各
大
美
术
馆

及
收
藏
机
构
收
藏
。

张
启
锋
艺
术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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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人
物
画
的
教
学
由
工
笔
重
彩
人
物
画
和
水
墨
人
物
画
两
部
分
组
成
，
而
水
墨

人
物
画
的
教
学
主
要
包
括
造
型
训
练
、
笔
墨
训
练
和
色
彩
训
练
三
个
环
节
。
水
墨

人
物
画
以
简
洁
生
动
的
造
型
，
灵
活
多
变
的
用
笔
，
丰
富
洒
脱
的
墨
色
变
化
构
成

其
基
本
形
式
特
征
，
追
求
的
是
以
形
写
神
，
形
神
兼
备
的
笔
墨
造
型
观
。

相
对
工
笔
重
彩
人
物
画
而
言
，
水
墨
人
物
画
侧
重
丰
富
多
变
的
笔
情
墨
趣
。
在
水

墨
人
物
画
的
实
际
教
学
中
，
碰
到
最
普
遍
和
最
头
疼
的
问
题
就
是
，
学
生
不
知
道

运
用
笔
墨
表
现
人
物
，
在
素
描
中
练
就
的
造
型
能
力
难
以
转
化
到
水
墨
表
现
中
，

学
生
容
易
顾
及
形
而
失
去
笔
墨
，
有
了
笔
墨
效
果
又
易
失
去
形
。
因
此
，
从
素
描

或
工
笔
到
水
墨
的
过
度
转
化
，
就
必
须
考
虑
其
造
型
和
笔
墨
的
专
门
练
习
和
结
合
，

以
其
达
到
造
型
中
有
笔
墨
，
笔
墨
中
见
形
体
，
在
生
动
有
趣
、
丰
富
多
变
的
笔
墨

中
塑
造
出
形
神
兼
备
的
人
物
形
象
。
由
于
水
墨
画
本
身
灵
活
多
变
的
特
点
，
在
教

学
中
应
按
循
序
渐
进
、
由
浅
入
深
的
原
则
，
把
水
墨
人
物
画
分
为
几
个
大
步
骤
进

行
剖
析
和
练
习
，
使
学
生
容
易
理
解
和
掌
握
。

一
、
水
墨
人
物
画
造
型
训
练

造
型
练
习
是
水
墨
人
物
画
教
学
的
重
点
，
由
于
学
生
已
学
过
素
描
和
工
笔
，
对
于

用
线
造
型
已
具
备
了
一
定
的
基
础
和
能
力
。
水
墨
人
物
画
造
型
的
训
练
根
据
水
墨

人
物
画
的
特
点
，
安
排
学
习
内
容
，
应
从
简
从
易
入
手
，
先
从
简
单
的
焦
墨
练
习

开
始
，
安
排
一
至
两
周
的
头
部
练
习
，
训
练
学
生
运
用
笔
墨
表
现
人
物
头
部
的
五

官
，
然
后
再
延
伸
半
身
带
手
和
全
身
练
习
。
在
造
型
训
练
过
程
中
，
要
求
学
生
尽

量
用
枯
笔
、
干
笔
去
表
现
人
物
，
提
醒
学
生
不
要
过
早
追
求
墨
色
大
的
变
化
，
以

免
影
响
形
象
的
塑
造
。
这
个
阶
段
主
要
训
练
学
生
用
笔
造
型
能
力
，
要
求
学
生
在

运
笔
中
求
变
化
，
追
求
骨
法
用
笔
，
以
其
表
现
出
笔
力
遒
劲
，
刚
柔
相
济
的
墨
线
，

随
着
能
力
的
提
高
，
逐
步
加
进
其
他
因
素
。
在
这
一
教
学
阶
段
要
反
复
提
醒
学
生

避
免
完
全
用
素
描
的
方
法
去
表
现
，
不
要
过
多
考
虑
明
暗
调
子
。
有
些
学
生
一
开

始
接
触
水
墨
人
物
画
容
易
走
向
拿
着
毛
笔
画
素
描
的
误
区
，
在
教
学
中
要
反
复
强

调
用
墨
线
造
型
，
培
养
学
生
用
线
的
塑
造
能
力
。

水
墨
人
物
画
的
学
习
要
遵
循
从
临
摹
到
写
生
，
由
浅
入
深
的
原
则
，
临
摹
作
业
要

求
学
生
尽
量
按
照
原
作
进
行
处
理
，
尽
可
能
地
接
近
原
作
的
表
现
手
法
，
通
过
临

摹
，
使
学
生
掌
握
水
墨
人
物
画
造
型
的
规
律
和
正
确
的
表
现
方
法
。
写
生
练
习
要

求
学
生
从
观
察
开
始
，
注
意
用
线
的
松
紧
关
系
、
疏
密
变
化
和
粗
细
变
化
，
写
生

练
习
避
免
运
笔“

描”

、“

做”

的
毛
病
，
突
出“

写”

的
骨
法
用
笔
和
运
笔
的
力
度
，

逐
步
提
高
使
用
线
的
质
量
，
使
学
生
通
过
写
生
训
练
掌
握
运
用
墨
线
造
型
的
能
力
。

水
墨
人
物
造
型
训
练
，
一
般
安
排
在
前
期
进
行
，
重
点
训
练
用
毛
笔
造
型
，
要
解

决
的
关
键
问
题
是
笔
法
的
问
题
。

二
、
水
墨
人
物
画
笔
墨
训
练

笔
墨
是
中
国
画
艺
术
形
式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是
国
画
的
艺
术
表
现
语
言
，
其
用

水
墨
人
物
画
教
学
述
要

张
启
锋

《人像写生之一》180cm×97cm

《人像写生之二》 45cm×4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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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用
墨
直
接
影
响
画
作
的
质
量
和
格
调
，
历
代
画
家
都

把
笔
墨
质
量
视
为
中
国
画
的
精
髓
，
视
为
中
国
画
的
生

命
。
实
质
上
中
国
画
的
练
习
主
要
也
是
围
绕
笔
墨
训
练

来
进
行
的
，
离
开
了
笔
墨
就
失
去
了
中
国
画
固
有
的
面

貌
。
因
此
，
对
于
水
墨
人
物
画
而
言
，
笔
墨
训
练
也
是

最
重
要
、
最
关
键
的
一
个
环
节
，
应
特
别
加
以
重
视
。

笔
墨
训
练
阶
段
重
点
是
训
练
学
生
用
墨
的
表
现
技
法
。

引
导
学
生
追
求
丰
富
、
灵
活
、
多
变
的
笔
墨
处
理
手
法
，

鼓
励
学
生
大
胆
落
笔
、
大
胆
尝
试
、
不
断
试
验
，
用
笔

上
求“

松”

，
用
墨
上
求“

变”

，
突
出
一
个“

活”

字
，

注
重
用
墨
的
干
湿
，
浓
淡
对
比
。“

观
古
人
用
笔
之
妙
，

无
有
不
干
湿
互
用
者”

（
清.

华
翼
纶
）
。
浓
淡
干
湿
的

用
笔
使
线
条
更
具
变
化
和
表
现
力
。
在
笔
墨
教
学
中
，

应
选
择
一
些
有
代
表
性
、
水
墨
效
果
好
，
用
笔
用
墨
较

明
显
突
出
的
画
稿
，
供
学
生
临
摹
，
让
学
生
体
验
笔
墨
、

水
在
宣
纸
上
的
生
发
效
果
，
提
高
学
生
的
学
习
兴
趣
，

掌
握
基
本
的
表
现
方
法
。
然
后
再
安
排
笔
墨
写
生
训
练
，

在
教
学
中
要
求
大
胆
地
运
用
破
墨
法
、
泼
墨
法
、
积
墨

法
和
没
骨
法
表
现
，
增
强
水
墨
的
趣
味
和
变
化
效
果
。

笔
墨
训
练
：
先
从
调
墨
落
笔
入
手
，
要
求
学
生
在“

调”

字
上
留
心
，
调
墨
决
定
画
的
格
调
，
影
响
画
的
整
体
效

果
是
笔
墨
训
练
的
第
一
步
。
调
墨
关
键
在
毛
笔
蘸
墨
吸

水
，
退
水
的
掌
握
和
控
制
，
墨
色
由
浓
到
淡
，
由
干
至

湿
，
产
生
无
穷
的
变
化
，
尽
可
能
取
之
有
方
，
取
一
分

即
有
干
湿
之
别
，
去
三
分
即
得
浓
淡
之
变
，
如
画
人
物

面
部
结
构
，
笔
中
含
墨
量
参
照
所
画
部
位
，
视
落
笔
多

寡
、
笔
触
大
小
、
行
笔
速
度
而
定
。
落
笔
于
实
处
、
近
处
、

结
构
明
显
处
，
然
后
以
笔
中
余
墨
画
虚
处
，
亦
可
反
其

道
而
行
。
一
般
笔
墨
由
实
到
虚
，
勾
线
、
点
渐
次
画
去
，

墨
尽
方
止
，
变
化
自
然
。

以
淡
墨
为
主
或
以
浓
墨
为
主
的
水
墨
人
物
画
，
墨
色
变

化
程
度
受
到
控
制
，
而
干
湿
枯
润
变
化
就
成
为
主
要
方

面
，
笔
之
间
的
空
隙
和
留
白
视
为
墨
色
之
外
的
一
个
层

次
，
与
墨
衬
托
对
比
，
形
成
墨
色
节
奏
。
淡
墨
为
主
，

浓
墨
的
使
用
是
提
神
，
浓
墨
为
主
，
用
淡
墨
就
可
以
丰

富
层
次
，
浓
淡
对
比
，
有
主
有
次
，
才
能
发
生
墨
趣
。

破
墨
法
是
水
墨
人
物
画
常
用
的
方
法
。
破
墨
是
用
不
同

墨
色
相
破
，
丰
富
墨
色
结
构
的
方
法
。
有
以
淡
破
浓
，

以
浓
破
淡
，
以
水
破
墨
等
方
法
，
破
墨
法
在
水
墨
人
物

画
中
运
用
最
多
，
是
笔
墨
教
学
内
容
的
重
点
和
难
点
。

破
墨
或
破
色
全
在
水
份
、
干
湿
、
火
候
、
笔
势
、
笔
力
、

速
度
的
控
制
，
其
间
的
差
别
，
产
生
千
变
万
化
的
效
果
。

一
是
相
破
之
后
，
前
后
笔
触
分
明
，
墨
色
协
调
中
有
对

比
；
二
是
相
破
后
笔
触
浑
融
，
墨
色
对
比
中
求
和
谐
。

积
累
法
也
是
水
墨
人
物
画
笔
墨
训
练
中
经
常
运
用
的
技

法
之
一
，
其
特
点
是
层
层
积
染
中
见
浑
厚
，
应
该
注
意

的
是
积
墨
应
在
画
面
将
干
未
干
之
时
进
行
最
佳
，
积
墨

时
落
笔
沉
实
，
注
意
聚
散
、
掩
留
、
错
置
叠
加
，
层
层

《人像写生之三》 45cm×45cm

张启锋大内文.indd   4 2015/7/30   9:28:26



张
启
锋
水
墨
人
物
画
写
生
集

5

《女工》 50cm×40cm

《老师》 45cm×60cm

《大爷》  36cm×45cm

积
墨
，
不
一
而
足
。
其
要
点
在
于
浑
厚
中
显
通
透
、
多

层
中
不
死
板
。

在
水
墨
人
物
画
训
练
中
还
应
掌
握
没
骨
技
法
，
这
种
方

法
难
度
较
大
，
一
下
难
以
把
握
，
应
放
在
笔
墨
训
练
的

后
期
进
行
。
其
方
法
关
键
应
掌
握
用
笔
、
用
墨
的
力
度

和
速
度
，
使
墨
韵
中
凸
显
笔
力
。
没
骨
不
同
泼
墨
，
没

骨
重
形
质
，
泼
墨
重
形
意
，
没
骨
着
眼
于
墨
色
的
必
然

效
果
，
泼
墨
能
让
墨
色
产
生
偶
然
的
效
果
，
没
骨
用
得

好
能
提
升
墨
色
的
神
采
和
意
境
。

在
笔
墨
训
练
中
，
还
应
培
养
学
生
正
确
的
观
察
方
法
，

要
引
导
学
生
追
求
人
物
塑
造
与
笔
墨
表
现
的
相
对
统
一
。

画
水
墨
人
物
画
，
既
要
了
解
熟
悉
对
象
，
还
要
提
高
自

身
的
文
化
修
养
，
以
学
养
增
强
自
我
认
知
能
力
和
艺
术

境
界
。“

墨
非
蒙
养
不
灵
，
笔
非
生
活
不
神
，
能
受
蒙

养
之
灵
而
不
解
生
活
之
神
，
是
有
墨
无
笔
也
，
能
受
生

活
之
神
而
不
变
蒙
养
之
灵
，
是
由
笔
无
墨
也”

（
清.

石

涛
）
。
画
者
的
人
格
修
养
，
生
活
阅
历
与
笔
墨
技
巧
的

磨
练
同
等
重
要
。

三
、
水
墨
人
物
画
色
彩
的
训
练

水
墨
人
物
画
主
要
是
以
笔
墨
塑
造
人
物
的
形
体
结
构
，

以
色
彩
辅
之
，
其
用
色
特
点
是
以
水
墨
为
骨
构
，
以
色

丰
韵
，
色
不
碍
墨
，
墨
不
碍
色
，
色
墨
相
彰
，
意
趣
自

然
一
体
。
讲
究
色
彩
的
雅
、
透
、
淡
和
素
，
不
像
西
画

那
样
强
调
光
与
色
在
自
然
环
境
的
相
互
关
系
和
复
杂
变

化
，
不
计
较
光
的
影
响
变
化
，
着
色
多
从
人
物
的
本
色

出
发
，
体
现
人
物
色
彩
本
质
的
单
纯
美
，
追
求
明
快
、

高
雅
、
简
洁
单
纯
的
艺
术
效
果
，
在
不
似
之
中
求
似
。

水
墨
人
物
画
着
色
方
法
灵
活
多
样
，
但
多
采
用
先
墨
后

色
法
，
即
先
用
浓
淡
干
湿
不
同
的
笔
墨
勾
画
出
人
物
的

水
墨
形
体
结
构
，
再
进
行
着
色
，
其
着
色
主
要
集
中
在

肤
色
的
渲
染
、
邹
擦
。
需
要
指
出
的
是
着
色
最
好
在
墨

稿
未
完
全
干
透
时
进
行
，
这
样
墨
、
色
稍
有
融
合
更
显

谐
调
，
肤
色
变
化
不
宜
多
，
主
要
靠
浓
淡
变
化
补
充
结
构
，

先
调
好
面
部
的
基
本
色
中
的
最
淡
色
，
用
大
笔
触
卧
笔

点
染
，
要
见
笔
触
，
力
求
笔
触
衔
接
快
和
紧
，
最
好
一

气
呵
成
，
要
留
出
高
光
部
分
，
突
出
体
积
，
笔
触
要
沉

着
肯
定
，
色
彩
可
以
暂
不
求
大
的
变
化
。
大
笔
触
基
本

色
画
好
后
，
稍
等
片
刻
，
再
调
复
色
，
用
小
笔
触
轻
抹

于
原
先
的
大
笔
触
上
，
进
行
细
部
的
着
色
刻
画
。
要
注

意
水
份
不
宜
过
多
，
多
则
宜
渗
化
烂
形
，
用
笔
要
轻
稳
，

这
样
才
不
会
伤
害
大
笔
触
，
层
层
抹
染
，
只
要
不
让
颜

色
干
透
，
多
加
几
遍
无
妨
，
直
至
满
意
为
止
，
要
注
意

的
是
水
墨
人
物
画
的
着
色
千
万
不
要
太
火
、
太
艳
、
太
跳
，

色
彩
不
宜
过
浓
，
浓
艳
则
显
俗
气
。

为
了
丰
富
水
墨
人
物
画
的
表
现
形
式
，
使
其
更
具
感
染

力
和
更
富
有
时
代
气
息
，
在
用
色
训
练
中
可
以
大
胆
滴

吸
取
西
画
的
表
现
方
法
，
如
水
彩
、
水
粉
、
油
画
中
的

一
些
用
色
方
法
，
从
中
吸
取
有
益
的
东
西
，
拓
展
色
彩

的
表
现
力
。
应
该
指
出
的
是
在
水
墨
人
物
画
的
色
彩
处

理
上
，
长
期
以
来
一
直
显
得
十
分
的
保
守
，
没
有
什
么

大
的
突
破
，
在
这
方
面
有
待
于
加
强
探
索
、
创
新
，
不

论
在
工
具
材
料
上
，
还
是
在
技
法
上
都
可
以
进
行
大
胆

的
尝
试
和
实
验
，
力
求
积
累
更
多
的
表
现
方
法
，
达
到

较
好
教
学
效
果
。

水
墨
人
物
画
的
教
学
不
是
孤
立
的
，
与
素
描
人
物
教
学

和
其
他
专
业
基
础
教
学
紧
密
相
连
，
要
搞
好
水
墨
人
物

画
的
教
学
需
要
各
门
相
关
课
程
的
配
合
，
而
就
水
墨
人

物
画
教
学
本
身
而
言
，
也
不
是
一
成
不
变
的
，
在
造
型
、

笔
墨
、
色
彩
三
者
训
练
中
，
既
要
独
立
，
也
可
以
交
叉

进
行
，
视
教
学
的
具
体
情
况
，
进
行
调
整
，
补
充
和
加
强
，

最
终
的
目
的
就
是
让
学
生
完
全
掌
握
，
达
到
最
佳
的
教

学
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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