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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与创造

文 / 张广军   

这是一次艺术专题学术活动，是对艺术学院陶艺专业半个多

世纪历史的梳理与思考，同时也包含着中国陶瓷艺术与艺术教育

的思考与展望。

华北理工大学百年传承，底蕴深厚。立足河北，面向全国，放

眼世界。秉承“学术并举、崇术重用、依托行业、服务地方”的

办学理念。恪守“明德博学、勤奋求实”的校训，实施“特色立

校、人才兴校、质量强校”的发展战略，坚持走以提高质量为核

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综

合性大学。

华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始建于1958年的陶瓷专业，当时归属

为唐山地方工业学校陶瓷工艺专业。后更名为河北轻工业学校，

开办有陶瓷美术、装潢设计、装饰设计、室内设计等专业。1958

年的首批学生有王志林、石林田、赵成文、崔德喜等，毕业后留

校任教。早期的师资有毕业于北平国立艺专的宣道平、河北艺术

师范学院美术系（后更名为天津美术学院）的高才生：乔文科、

刘文圃、赵文然、李勤、徐士钦、邢国永、高起云、甘作雨、刘

凤琴等。2000年并入河北理工大学，由张俊来教授主持艺术学院

工作。为华北、东北、华南等地区培养艺术设计、绘画人才3000

多人。

在近60年的办学历史中，学校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早期为

中专时期，2000年并入河北理工大学，2004年成立艺术学院，成

为老牌的专业年轻的学院。学科建设完善了从本科到研究生的培

养体系，是华北乃至全国重要的人才培养高地，具备鲜明个性和

特点，培养出谢永增、梅墨生、曹宝泉、王晓辉、方力钧、杨少

斌等一大批享誉国内外的杰出艺术家，以及刘希舜、范有祥、任

双合、刘冠伟等一大批国家级陶瓷艺术大师。我校是河北乃至华

北较早开办美术专业的院校之一，学院积淀丰富而厚重。此次，

我们举办“传承与创造——1958~2015华北理工大学陶瓷艺术大

展”，既是对办学历史的一次梳理，同时也是结合时代发展需要

建设完善艺术人才培养模式，展望中国艺术和艺术教育前景，向

新目标迈进的契机。此次展览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底蕴深厚，特色鲜明。艺术学院陶艺专业办学历史悠久，人才

汇聚，底蕴深厚。陶瓷专业依托北方瓷都——唐山而建，影响也遍

及全国。艺术大家孙其峰教授、溥佐教授多次来我校授课，并创作

了大量陶瓷艺术精品。清华美术学院著名陶艺家张守智、杨永善长

期担任我院客座教授。我院耄耋之年的退休教师乔文科、徐士钦、

石林田等老一辈艺术家们，对学院的发展仍然满怀热情，为此次展

览多次不顾酷暑，赴陶瓷基地创作陶瓷艺术精品。

开放包容，积极探索。我们积极吸纳国内外重点艺术院校的

优秀人才，形成了多元化的学术人才结构。把时代气息注入学院

发展文脉之中。陶瓷专业的师生多次参加国内外陶艺大展并获

奖，与英国、德国、加拿大、美国的艺术院校及陶艺家有广泛的

艺术交流。师资多人来源于景德镇陶瓷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等陶瓷专业等专业院校。学院发展的动力来源于教师的艺术活

力，学院致力于打造高端艺术创新平台，教师积极凝练艺术创造

品格，进而形成了艺术探索的共振与学术氛围。

人才培养硕果丰硕，校友反哺母校。我们秉承“厚基础、精

专业、高素质”的专业培养理念，培养了大批艺术人才，底蕴深

厚在人才培养方面有充分的体现，北京画院一级美术师谢永增、

国家画院一级美术师梅墨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王晓辉、享誉国

内外的著名艺术家方力钧、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范友祥等校友们都

为这次陶瓷艺术大展积极准备作品，并先后多次到学校访问、讲

学、创作，对艺术学院的发展建言献策，对艺术学院的建设起到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是一次陶瓷艺术的视觉盛宴，这是一次梳理历史，开拓创

造，面向未来的展览，作为一个年轻学院，我们有老牌的专业，我

们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有老教师的传承底蕴，有广大校友的鼎

力相助，有年轻教师的激情与活力的创造精神，他们都通过陶瓷这

种艺术形式呈现出来。这是火与土的艺术，是艺术思想、精神的碰

撞，让大家一起来分享艺术家们的心语。我们将继续努力，为大家

奉献更多艺术精品。

2015年8月

       张广：华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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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名老乔

1937年生

山西昔阳人

毕业于河北艺术师范学院美术系

长期任教于河北轻工业学校美术专业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河北省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

唐山市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

华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

区艺术机构收藏。作品散见国家和省级期刊。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其著作

《锺馗与锺馗画法》。

乔文科 / Qiao  Wenke

卧游今古
——老乔的人物画品读

文 / 李延

20世纪60~70十年代，老乔创作的工笔年画不仅在中国美术馆

展出，还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出版发行。由于他的艺术成就，他本

人还受到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老乔，几乎成了

当时家喻户晓的画家。

透视老乔的人物画，映射出的是他的心灵符号，散发着烂漫

而醇厚的人文气息。老乔早年就读于天津美术学院，在此，他打

下了扎实的绘画基本功。毕业之后，他任教于河北轻工业学校美

术专业（现华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迄今一直笔耕不辍，教学

创作，不仅桃李满天下，作品还多次参加国内外重要的美术大

展，并多次获得重要奖项。老乔，为燕赵美术的传承与发展留下

了挥之不去的精彩。

老乔的艺术之旅无形地遵循着从本我到大我的思想境界，他始

终坚持着独立而自由的创作理念。老乔一直钟情民族风情和古典人

物，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他“补前人之所缺，发古人之未发”，

深入研究锺馗画法，并自成一体，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远古的中国，为求福免灾，趋吉避凶，人们塑造出各式各样的

神祇人物去加以崇拜、信奉，锺馗就是人们想象中的吉祥人物。锺

馗神话一出现，就得到了历代画家的喜爱，锺馗题材成为历史不衰

的画题。老乔的锺馗人物画，成为他艺术世界里的一朵奇葩。

千百年来，人们采用工笔、写意、泥塑以及民间工艺美术等

多种表现形式，赋予了锺馗形象惩恶扶善，伸张正义的内涵。锺

馗打鬼驱邪的传说流传甚早，但形成完整的锺馗画始于唐代，据

文献记载，出自大画家吴道子手笔。

老乔的锺馗画接续的是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理念，但无疑他

在另辟蹊径，无论在形式、语言，乃至思维上，都包含着个人的

深思熟虑。《驱邪镇宅图》中，锺馗须发怒张，情绪激愤，怒目

巡视，仿佛欲拔尖驱鬼，画面在欲动于静的瞬间，带给人强烈的

联想。老乔试图通过锺馗人物本身去寄托某种理想的文化期待。

在这一系列善与恶、美与丑的生动画卷中，老乔以游离于画

外的有距离把握，展示出锺馗主题的过去与现在，让读者在作品

中去体味锺馗与现代生活的关联。在老乔的笔下，锺馗是鬼王但

不是鬼，他是人们想象中的吉祥人物，所以，老乔把笔墨聚焦在

锺馗的内心世界。通过姿态、眼神、道具和色彩，再加以大胆的

夸张和变形，加强了锺馗的视觉张力。

《福寿如意图》中，身着红衣的锺馗端坐画面的一端，手执如

意，双目凝视着空中飞翔的蝙蝠，象征长寿的仙桃为背景，蝙蝠和

福气的“福”字谐音，寓取“福寿如意”之意。老乔为读者塑造了

一位勇猛威严、粗健豪壮、廉洁善良的锺馗形象。显然，老乔在锺

馗主题中，融入了自身对历史和生活的理解。幸福是人们美好的追

求，把蝙蝠画在钟馗前面，字题“福在眼前”。反之，把蝙蝠画在

锺馗身后，则趣题“福随其后”或写“后来福”。当他把锺馗主题

具体为形象、语言和图式时，便成为他笔下的一种载体或一种象



002 003

笔名老乔

1937年生

山西昔阳人

毕业于河北艺术师范学院美术系

长期任教于河北轻工业学校美术专业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河北省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

唐山市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

华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

区艺术机构收藏。作品散见国家和省级期刊。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其著作

《锺馗与锺馗画法》。

乔文科 / Qiao  Wenke

卧游今古
——老乔的人物画品读

文 / 李延

20世纪60~70十年代，老乔创作的工笔年画不仅在中国美术馆

展出，还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出版发行。由于他的艺术成就，他本

人还受到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老乔，几乎成了

当时家喻户晓的画家。

透视老乔的人物画，映射出的是他的心灵符号，散发着烂漫

而醇厚的人文气息。老乔早年就读于天津美术学院，在此，他打

下了扎实的绘画基本功。毕业之后，他任教于河北轻工业学校美

术专业（现华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迄今一直笔耕不辍，教学

创作，不仅桃李满天下，作品还多次参加国内外重要的美术大

展，并多次获得重要奖项。老乔，为燕赵美术的传承与发展留下

了挥之不去的精彩。

老乔的艺术之旅无形地遵循着从本我到大我的思想境界，他始

终坚持着独立而自由的创作理念。老乔一直钟情民族风情和古典人

物，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他“补前人之所缺，发古人之未发”，

深入研究锺馗画法，并自成一体，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远古的中国，为求福免灾，趋吉避凶，人们塑造出各式各样的

神祇人物去加以崇拜、信奉，锺馗就是人们想象中的吉祥人物。锺

馗神话一出现，就得到了历代画家的喜爱，锺馗题材成为历史不衰

的画题。老乔的锺馗人物画，成为他艺术世界里的一朵奇葩。

千百年来，人们采用工笔、写意、泥塑以及民间工艺美术等

多种表现形式，赋予了锺馗形象惩恶扶善，伸张正义的内涵。锺

馗打鬼驱邪的传说流传甚早，但形成完整的锺馗画始于唐代，据

文献记载，出自大画家吴道子手笔。

老乔的锺馗画接续的是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理念，但无疑他

在另辟蹊径，无论在形式、语言，乃至思维上，都包含着个人的

深思熟虑。《驱邪镇宅图》中，锺馗须发怒张，情绪激愤，怒目

巡视，仿佛欲拔尖驱鬼，画面在欲动于静的瞬间，带给人强烈的

联想。老乔试图通过锺馗人物本身去寄托某种理想的文化期待。

在这一系列善与恶、美与丑的生动画卷中，老乔以游离于画

外的有距离把握，展示出锺馗主题的过去与现在，让读者在作品

中去体味锺馗与现代生活的关联。在老乔的笔下，锺馗是鬼王但

不是鬼，他是人们想象中的吉祥人物，所以，老乔把笔墨聚焦在

锺馗的内心世界。通过姿态、眼神、道具和色彩，再加以大胆的

夸张和变形，加强了锺馗的视觉张力。

《福寿如意图》中，身着红衣的锺馗端坐画面的一端，手执如

意，双目凝视着空中飞翔的蝙蝠，象征长寿的仙桃为背景，蝙蝠和

福气的“福”字谐音，寓取“福寿如意”之意。老乔为读者塑造了

一位勇猛威严、粗健豪壮、廉洁善良的锺馗形象。显然，老乔在锺

馗主题中，融入了自身对历史和生活的理解。幸福是人们美好的追

求，把蝙蝠画在钟馗前面，字题“福在眼前”。反之，把蝙蝠画在

锺馗身后，则趣题“福随其后”或写“后来福”。当他把锺馗主题

具体为形象、语言和图式时，便成为他笔下的一种载体或一种象



004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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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在锺馗和鬼魅的狞厉中，不乏质朴和抒情，具有浓厚的生活

意味和人间情趣，体现出画家独特的审美追求，这也许正是老乔

善画锺馗的初衷吧。

对锺馗形象不厌其烦地研习，老乔的锺馗人物画渐臻佳境。为

让更多读者了解锺馗及其画法，老乔凝多年心血，完成专著《锺

馗与锺馗画法》一书。他认为，锺馗人物，早已不是封建帝王的卫

士，而是除恶扶正的象征，只要世上还存有邪恶，锺馗将永活人

间，锺馗画也会世代延续。

老乔将自己的艺术定位于人物题材，除了画锺馗，他的仕女

人物画更是将水墨语言指向具有现代意味的“形神兼备”。他画

中的仕女让人感到似古非今又不完全无今，但其主导倾向是闲散

飘逸的古意与绝缘世俗的禅意，与潮流、时尚的都市文化形成鲜

明对照。犹如一块纤尘不染的“纯净底色”，让人有一种“行云

流水去，明月清风来。生动无碍滞，芯花漫自开”的意境美。画

中丽人或款款前行，或凝神驻足，更有一种“东篱把酒，黄昏总

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淡淡忧

伤。老乔所画人物大多为年轻的女性，虽为古装，但画家却无意

于表达一个明确的主题。他说，“我喜欢这种既自觉又随机的感

觉，有着穿越时空的触角，像是被画里的莫名之物牵着升向欣悦

之境”。在这样一种作画状态下，画家所表达的意象一定是更加

个人化的和更富有内在精神的。

老乔在长达50多年的艺术实践中，孜孜以求，不断创新，从20世

纪60~70年代作品中的“实”转化为80年代后期作品的“灵变”。他

认为生活与传统永远是艺术创作赖以发展的基础。有批评家称他

为人物画阵营的“老兵新秀”。这是事实，他的人物画，古稀之

年更进入“黄金时期”，愈加显其艺术风采。2006年~2010年历时

四年多时间，老乔领衔四人合作的巨制水墨画长卷《唐山大地震

祭》完成并付梓出版，在这幅百米长卷上，老乔和他的合作者以

高超的技艺刻画了几百位个性鲜明，情态各异的人物形象，记录

了人类历史上的一部灾难史，更为燕赵美术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

化遗产。

除了“凛然威风护众生”的《锺馗纳福图》，历史上传为佳

话的《文王访贤》、《米芾拜石》，《卧薪尝胆》中的越王勾

践，相依相携的《丽人行》，快乐的《彝族姐妹》，都成为画家

描摹不尽的题材。每一个画面仿佛都是画家在流动的意识中瞬间

截取的一个片段，如果我们把它串联起来的话，便是画家逡巡今

古的心历路程。 

宗炳说过“卧游山水”，意思是足不出户而能尽情游览山水，

这曾让无数文人为之倾倒。而老乔的人物画，带给读者的穿越时

空、卧游今古的感觉又何尝不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今译”。

李延：华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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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取的一个片段，如果我们把它串联起来的话，便是画家逡巡今

古的心历路程。 

宗炳说过“卧游山水”，意思是足不出户而能尽情游览山水，

这曾让无数文人为之倾倒。而老乔的人物画，带给读者的穿越时

空、卧游今古的感觉又何尝不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今译”。

李延：华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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