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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  琢磨切锉（磋） 赖少其先生 赠

释文：宜银  建坤  同志属

      琢磨切锉（磋）

      一九八四年六月于

      庐阳  赖少其

钤印：赖少其、不拘一格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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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  申茂之老师  赠

释文：宜银仁弟雅玩

      一九六四年

      夏柏盦画

钤印：申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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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  童雪鸿老师  赠

释文：竹解虚心是我师

      宜银学弟将赴青海写此赠之

      一九六四年凉秋  万安

钤印：无法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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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  司徒越先生  赠

释文：昨夜秋风入汉关  朔云边月满西山

      更催飞将追骄虏  莫遣沙场匹马还

      宜银同志属录严武诗  辛酉仲春司徒越

钤印：司徒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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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  欧阳中石先生  赠

释文：只缘袅袅（娜）多情

思  更被春风长倩猜

刘禹锡句  宜银先生

雅念  中石

钤印：欧阳中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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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画 郑震老师 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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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票刻得很有味道，由此可见，年轻时下的功夫

踏实，即使中断一段时间，重新拾起来，仍然是游刃

有余。其中我喜欢几张徽州、新安江的那几张，一张

黄龙小景也好。戏曲人物，我欣赏的那张丑角，另外

几张刻得老实了。

    此前也看到画册上刊载你参展的版画、祝贺你恢

复得这样快，令人可喜，看来你身体、视力都不错，

可以继续下去，一定能做出很好的业绩。等你举办个

展时，我一定去参加。

2012 年 11 月 8 日通信

    关于创作风格，也如你所说的那样，较守实的，

要下笨功夫，搞所谓新潮不要费劲，只要邪门能

唬人让别人看不懂就行了。看不懂，有什么好坏

标准呢。所以我以为你不要管刮什么风，走你自

己的路，彦涵先生多年前说的话我认为是对的 ：

“创作的路，就像立交桥那样，各走各的。”

2009 年 1 月 21 日通信

    你能在老年阶段，再度焕发创作的激情，刻了

这么多大幅力作的作品，仅此就值得充分肯定了。

    祝贺你近年来的成果，可以预期，你仍然能

够再搞出一些突破性的新作。

2010 年 8 月 30 日通信

与郑震恩师通信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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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画 师松龄先生 赠

释文：黄山松

      壬寅夏月

钤印：松龄木刻、师氏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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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  朱乃正先生  赠

释文：一轮秋影转金波  飞镜又重磨  把酒问姮娥  被

      白发欺人奈何  乘风好去  长空万里  直下看山

      河  斫去桂婆娑  人道是清光更多  辛酉中秋书

      稼轩词  赠宜银建坤留存  乃正

钤印：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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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 刀笔乐寿 陶天月先生 赠

释文：宜银老友正之

      刀笔乐寿

      辛卯夏  天月书

钤印：陶翁天月印、冷香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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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艺术百彩纷呈的喧嚣声中，却有一束守黑知白、拙朴老到、精练夺目的版画之花，

不声不响地独居一隅，熠熠生辉！

版画家张宜银先生及其作品，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默默地、永不停息地散发着光芒。

认识宜银先生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那时他还是安徽师范大学艺术系版画专业的学生，

他的毕业创作版画作品《风雪检修》不同凡响，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好评！其后，他的

多件版画作品连续入选中国美协主办的国家级大展，在当时美术界属大器早成、年轻有为的

版画家。而他却在人生最宝贵的年华里，放弃自己钟爱的版画专业，到祖国最需要他的地方去。

他被分配到国家重要机密单位工作，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事企业的创建和营运。他风风火

火闯九州，极大地丰富了厚重、深邃的人生阅历，为他以后版画创作的发展铺就了厚实的生

活积淀。

难能可贵的是，2006 年他解甲归来，又重新拿起了久违的木刻刀，让版画创作成了他生

活的全部。几年来，他闭门谢客，在简陋的住宅兼画室中，刀耕不已，一鼓作气，竟然创作

了大小木刻作品一百余幅，最大的作品达八尺之巨。对于一个古稀之年的长者，得花多少精

力才能完成这种体力、精力、脑力极大消耗的大型作品啊！这在全国版画界也是特例。在经

济大潮的冲击下，在版画队伍日益萎缩的今天，我为安徽有这样一位坚强执着的版画老将而

欢欣鼓舞！

纵观其作，我强烈感受到他的作品既是传统的继承和弘扬，又是现代的写照和诠释，是

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典型时代精神的再现。无论是刻画祖国的名山大川，还是描绘皖南的

民居小景，或表现中国特色的戏曲人物，大都继承、呈现版画特色的黑白正宗，构图清新简洁、

刀法丰富多变，常常达到以一当十、以小观大的艺术效果。老子有言：“大象无形，大音希声。”

这是艺术的最高境界。英国艺术评论家苏珊·朗格在《艺术》一书中写道：“艺术是一种技艺，

是一种能将人情感本质表达出来的形式。”宜银先生深谙其理，所以他的作品概括、朴实、

古拙、生动自然。如藏书票《新安系列》《戏曲人物》……信手拈来，寥寥几刀，就将看似

寻常的平凡物象刻画成洗练明快、耐人寻味的“版画珍珠”。他的大型版画作品《黄山系列》

《巢湖系列》，始终贯穿着延安鲁艺时期优秀版画作品的质朴灵魂和古徽派版画线条灵活多

变的传统精粹精神，饱含激情，充分体现了宜银先生特有的“中国风”的典雅旷达的思想境

界和张氏艺术风格。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当益壮的宜银先生已进入了艺术创

作第二春的奋发阶段，我们期待着这位黄忠式的版画老宿与时俱进，为“新徽派版画”的艺

术宝库再添佳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再立新功！

（作者为安徽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

桑榆未晚   红霞满天

章  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