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李硕 美术编辑：孙晚秋 电话：6199503 周口文化 ２０22 年 11 月 1 日 星期二 7

葛庆亚夫妇拍摄的越调《收姜维》剧照

书画周口

影像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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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庆亚魏素梅的艺术人生
岳霄

葛庆亚出生于 1937 年， 安徽
淮北人，夫人魏素梅（1943 年~2019
年）河南周口人。夫妻伉俪情深，志
同道合， 双双从事美术摄影工作，
全身心致力于周口文化事业发展。
退休前 ， 葛庆亚在周口电视台工
作，魏素梅在周口市文化馆工作。

葛庆亚毕业于西安美术专科学
校，在文学、美术、摄影、书法诸多方
面均有造诣。 他 18 岁就创作话剧剧
本《乡村的晚上》，获河南省现代戏
剧创作二等奖。1961 年，他创作的版
画《早春》入选全国美术展，1976 年，
摄影《攻读》入选全国摄影艺术展，
1981 年，《睡猫》 入选第一届国际摄

影艺术展。 他是我市最早的中国摄
影家协会会员、 河南省摄影家协会
理事、 周口地区摄影家协会主席。
1992 年， 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葛庆
亚 “第二届中国摄影金像奖－金烛
奖”。 2013 年 4 月，河南省文联授予
葛庆亚 “第三届河南省摄影金像奖
终身成就奖”。

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夫人
魏素梅的支持。 他们二人 1964 年
结婚，携手走过 55 年幸福时光。 20
世纪 70 年代末， 夫妻共同拍摄越
调艺术家申凤梅参与演出的越调
《诸葛亮出山》《收姜维》《李天保娶
亲 》和豫剧 《巧县官 》剧照 ，据其大

女儿葛长虹回忆，这些剧照是他们
趁演出结束演员没卸妆的时候熬
夜拍摄的。 河南美术出版社选取了
这 4 部剧的 64 幅剧照出版连环画
片，这是我市唯一一套戏曲剧照出
版物。

夫妻二人晚年一方面整理摄
影美术作品 ， 一方面坚持美术绘
画。 2015 年，葛
庆亚历时四个
月，绘制了涵盖
“周口八景 ”的
周口老城区全
貌 ，其中 《周家
口昔日家园图》
被周口市博物
馆收藏在二楼
展厅展出。近两
年，葛庆亚关注
周口城市变化，
对通江达海的
沙颍河人文风
貌情有独钟，他
经常沿河散步
汲取素材，正在

创作的 《沙颍百里入画图 》草稿长
达 50 多米，从西华逍遥、商水邓城
穿周口城区一路画至项城和沈丘，
特别是周口城区新貌 、港区 、造船
厂等画得尤其精细。

葛庆亚魏素梅伉俪用艺术装
点了生活， 更将生活升华成艺术，
是周口艺术界的佳话。 ①8

葛葛庆庆亚亚魏魏素素梅梅晚晚年年合合影影

著
名
画
家
潘
素
和
她
的
画

杨
箴
廉

������潘素是张伯驹患难与共 、白首偕老
的一位夫人。 潘家为名门望族 ，祖居苏
州 ，其祖上潘世恩 ，是清乾隆五十八年
（1793 年）癸丑科状元，官至武英殿大学
士加太傅衔 。 潘素 1915 年生于上海 ，
1992 年逝于北京。她自幼聪慧，七岁时，
母亲为其延师 ，工女红 、习音律 、学绘
画。 她酷爱绘画，弹一手精妙的琵琶和
古琴。 后遇张伯驹，两人一见钟情，1935
年在苏州结婚。

人称 “民国四公子 ” 之一的张伯
驹，交友皆鸿儒 。 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
年代 ，他交往的圈子 ，已是一道亮丽的
文化风景 。 他广涉鉴赏收藏 、 诗词歌
赋 、绘画书法 、戏曲音乐等诸多领域 ，
所交之友张大千 、溥心畲 、余叔岩 、傅
增湘 、沈裕君等 ，皆国手 。 潘素自嫁给
了张伯驹 ，便走上了文化艺术之路 ，跨
进了张伯驹的 “文化艺术圈 ”，逐渐亮
丽起来 。

张伯驹视潘素为一块未经雕琢的
璞玉 ，一经雕琢，就是一件稀世之珍，会
显露出炫目的光彩。 所以，张伯驹要雕
琢这块璞玉 。 他“为慧素画梅一支”“同
慧素去博物馆”“于车上教慧素学‘千家
诗 ’”，又为潘素请名流教授绘画 ，以增
长知识、改变气质、培养品德，提高其绘
画技术，可谓用心良苦。

张伯驹为潘素提供了别人无法企
及的习画环境和条件， 潘素潜心学习 ，
师法古人 ，专攻国画山水 ，尤以隋唐为
主，收效颇大。

张伯驹的藏画天下至巨。 启功先生
称其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
收藏第一人！ ”这便给潘素提供了十分
优渥的条件。 张伯驹又带她出入京沪藏
友家中遍赏名迹。 为积学致远 ，务求达
到最高境界 ， 潘素认真临摹了大量古
画 ，她的文化知识 、品德修养 、文人气
质、绘画水平，与日俱增。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张伯
驹与夫人潘素 ，常联袂畅游 ，以师法自
然，从大自然中寻找绘画题材 。 潘素游
弋于历代名画和山川自然之间，一面晤
对传世经典 ，细细研读 、品味其中的一
笔一画， 悟出那些不可言传的妙理 ；一
面在山川河海间，放眼观察，聚精求索，
勤学苦练。 功夫不负有心人 ，她终使日
积月累的素材，化为一幅幅气象万千的
美丽画卷。

据潘素回忆，1949 年之前 ， 张伯驹
偕同潘素出游 ，游黄山 、峨眉山 、莫干
山、天台山、太白山、华山、衡山、泰山诸
岳，归后创作出的作品，曾展于北京、西
安等地，得到了专家的好评。 后又往桂
林 、崂山 、蓬莱 、长城居庸关和八达岭 ，
进行实地写生 ，寻求大自然的美 ，绘画
技术得到了很大提高。

潘素一生相伴张伯驹 ， 尽享诗词
书画之雅趣 ， 或二人切磋 ， 或数人雅
集 ，或百人盛会 ，或千里壮游 。 潘素将这些临摹 、写生 、游历 、见闻及胸中
所积累的文化素养 ，统统化为一幅幅传世佳作 ，终成为誉满中外的著名
画家 。

潘素的画习唐宋，所作金碧巨幅得李将军法，下者亦师夏珪、马远，秀气
逼人。1939 年，潘素因临摹一幅古画而一举成名，誉满平津文化圈。事情是这
样的。 张伯驹的藏友味云太史家不幸遭遇水灾， 其珍爱的一幅大画师吴历
（号墨井道人）的山水画卷《雪山图》损坏，无比痛惜。 张伯驹得知后，将残画
借来。 潘素将自己关在画室里数日，临摹了两幅《雪山图》。 张伯驹将其中一
幅，连同残画送还原主，味云太史破涕为笑。另一幅装裱后自己保存，时有名
人雅士闻讯前来欣赏并于画上题字。先后题字的有：沈尹默、溥儒、陈庸叟等
晚清进士 、翰林 ，现代名画家黄宾虹 、陈半丁 、于非闇 ，书法家章士钊 、叶遐
庵、潘伯鹰及孔门后裔孔德成等五十多人。 此画轰动一时，成为中国画坛上
一幅罕见的珍品。

张伯驹与潘素夫妇初识张大千是在 1948 年春 。 著名画家张大千 ，由
弟子糜耕云陪同来京 ，下榻在北京饭店 ，张伯驹与潘素及李克菲联合画界
名家于非闇 、王雪涛 、李苦禅 、吴镜汀 、胡佩衡 、黄苗子等设宴 。 餐后 ，同到
张伯驹寓所西四牌楼弓弦胡同观赏晋 、唐 、宋 、元 、明古画 。此时 ，张大千初
次见到宋徽宗画的 《雪江归棹图 》。 此后 ，大千居士与张伯驹夫妇便成了好
朋友 。

大千居士与潘素几次合作作画 。 一次 ，在承泽园 （庆王府 ）张伯驹的家
中，数位画家驻足案前观看，潘素微笑提笔，在四尺宣纸的右下角勾线点染，
顷刻出现了陂陀秋林。 接着张大千在秋林后补一山屏，山屏下写一芦汀，又
在陂陀旁添一扁舟。于非闇在陂陀左侧画了所水亭，大千又补上了两个相向
而坐的人物。最后，张伯驹用狼毫小楷笔，于湖中补几笔水草，并题：“丁亥冬
至日，丛碧写小草，大千居士写叠嶂 、芦汀 、扁舟 ，非闇补水榭 ，潘素写秋林 、
陂陀，伯驹题记。 ”此画成为传世佳作。

1988 年，张伯驹、刘海粟和潘素 ，合绘 《芭蕉樱桃 》。 刘海粟绘芭蕉并题
句：“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潘素在芭蕉背面泼墨画樱桃枝
叶，张伯驹补樱桃，并在左下角题“伯驹自赏”，此画颇有寓意。

改革开放之初 ，笔者在县文化馆搞创作，为省展准备作品 ，便去信和二
老联络，渴望求得潘素一幅画。 不久，笔者便收到由潘素精心绘出的水墨山
水画。此画为小写意，纸本水墨。画中近景，左下角为坡石树木，右下角留白，
稍上亦是树木坡石。主峰三四，居中偏左，壁立千仞，占据了画面的主要位置
和大部面积。峰下一小院，半隐在苍松翠柏之中。远山层峦叠嶂，与近峰遥相
呼应。 远山下主峰侧空白处，似有烟云缭绕，不闷不堵，留白恰当。 密处密不
通风，疏处可容千军万马。此画场面宏大、气势磅礴、气度宽宏，可以看出，潘
素的笔法娴熟 ，用笔的轻重疾徐 ，用墨的浓淡干湿 ，构成了山峦的远近凸凹
及画面的苍翠秀润。

更为可贵的是 ，潘素将积郁在胸中几十年的思乡之情 、亲戚之谊 ，一股
脑儿倾注在笔墨之间 ，融于山石树木之内 。 仔细品味 ，画中的一山一石 、一
草一木，都饱含着浓浓的亲情 。 画的左上角 ，张伯驹亲笔题字 “箴廉存念 ”，
左行是潘素的落款和印章 。 此画经张伯驹题字后 ，更增添了画面的气度和
情义。

此画应是潘素水墨山水画中的上品 ，是情感所至 ，是神来之笔 ，他人是
画不出，也是求不到的。

人人皆知，张伯驹是“国士”无双，潘素是“国手”无疑。 “国手”遇“国士”，
良缘天成，成就了一番事业，留下了一段佳话。

总之 ，潘素在中国绘画史上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在文化艺术事业
上，绽放出了璀璨炫目的光彩。她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周口人的光荣。潘素
是“国手”，是乡贤，值得我们永远敬仰和怀念。 ②8

国庆节
金声玉吕铭风雨，
往昔今朝舞慨慷。
举国欢欣同一事，
经年砥砺集群芳。
拳拳善进鲲鹏志，
穆穆迎来锦绣章。
最爱中华民族美，
齐歌盛世富饶长。

寒 露
袅袅凉风次第行，
萋萋碧草耸秋声。
沧浪可与舟流濯，
促织何从壁畔鸣。
池底云空馀契阔，
山中叶落渐浮轻。
西楼半月思长望，
北海无端识有成。

王学岭诗词书法作品欣赏

霜 降
红叶横斜乱草低，
曾经绿水入山陲。
香烟沸沸疑仙雾，
铁壁彤彤快朵颐。
目下温汤窗外曲，
枝头盖柿卷中词。
清霜本色邀冰雪，
厚待常情慰老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