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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隋炜凤）3月22日，中国
画都美术馆迎来了一场与以往不同的画展，
由潍坊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潍坊市文化艺
术服务中心主办，潍坊市美术家协会、潍坊
市文艺志愿者协会、中国画都美术馆承办的
“传承文脉——— 张坤田山水画展”开展，展
出了86岁的张坤田创作的36幅精品田园山水
画，不仅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更展
现了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
　　展览吸引了不少市民慕名前来参观。这
些画作既有北派山水的博大沉雄、气势恢
弘，又不失岭南画派的秀丽典雅、气韵生
动，可谓传承与创新的典范。“带孩子来画
展感受山水画的魅力，加深她对传统画的认
知。”当天带女儿参观画展的市民张先生
表示。
  据悉，此次展出的画作是张坤田从他千
余幅写生作品中精心挑选的，多数反映了泰
山、崂山等省内山川自然风光，以及山村的
田园风光。
  “这是我第一次举办画展，感恩、感
谢、感动。”86岁的张坤田文质彬彬、精神矍
铄，让人如沐春风。他自幼喜爱中国画，九
岁拜名家学习，直到高中毕业后考入医科大
学，此后从医三十多年，在医学方面取得了
卓越的成就。1980年，他重新拾起画笔，拜潍
坊名家为师，并到专业美术院校学习深造。
　　“从一位为健康把脉的医者，到传承中
华文明文脉的艺术家，医学和书画这两种文
化在张坤田身上相得益彰。一个八旬老人身
体力行践行着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播，这
个展览给美术工作者树立了榜样，文化的传
承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学到老、画到
老。”潍坊市美术家协会主席王居明在现场
表示，潍坊作为中国画都，为大众美育提供
了肥沃土壤。书画不仅是专业，也是一种普
及，希望通过画展让更多人感受到丹青的
魅力。
　　此次画展将持续至3月26日，感兴趣的市
民可以免费前往参观。

“一名作家就应该扎在地域文化的泥土里”
潍坊作家张葆海在潍有书香读书会上与读者共享文学盛宴

　　“地域文化是我们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富矿。关键是如何去积累、去
挖掘、去消化，建立自己系统化的素材宝库。我的体会是，一名作家就应该扎在书
里，扎在文字里，扎在地域文化的泥土里。当你从泥土里钻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如沐
春风，希望的种子就会生根发芽。”3月22日，在“抒写最美家乡·悦享更好潍
坊”——— 潍有书香读书会上，潍坊作家张葆海以《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为题，与广
大读者共享春日文学盛宴。

　　每一名作家都有一座精神原乡，其中，地域
文化是创作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张葆海来
说，同样如此。张葆海出生在昌邑南部的一个村
庄，他始终扎根乡土并汲取最纯粹的创作养分，
以朴实深情的文字，将潍坊地域文化娓娓道来。
　　读书会上，张葆海浅谈了“地域文化是滋养
作家灵魂的土壤、地域文化是文学创作的基石”
创作感悟，同时分享了如何与文学结缘的故事。
　　从热爱到执笔，文学始终是张葆海工作和生
活中的一部分。故乡的田野、沟渠、水库等景
致，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他的脑海中，融入他的文
字中。报告文学《大地回声》、新闻作品集《大
地求索》、报告文学集《时代风采》、中篇小说
集《且听蝉鸣》《澡堂》、长篇小说《村里村

外》《大清神鼎》……张葆海无论走到哪里，故
乡永远是他不曾忘却的根，对家乡的情感流淌在
一部部作品中。
　　张葆海在挖掘地域文化过程中，历经常人难
以想象的艰辛。参与《乡村文史大观》编撰和渤
海走廊革命斗争陈列馆建设期间，他历时3年走遍
昌邑市的691个村庄，对每个村的地理位置、人文
景观、古迹遗址、名人轶事、传说掌故等了如指
掌。他坚持沿着渤海走廊的路线进行调研、采
访、收集文物，先后到多座城市采访革命后代和
亲历者，参与撰写布展大纲等，收集提供了重要
历史资料。长篇纪实文学《生命密道》的出版，
全面展现了渤海走廊的基础、开辟、保卫以及重
要作用，成为展馆的有效补充和深化。

为挖掘地域文化，历经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一个地方也好，一个人也好，只有文字和
文化是可以传承的。有了30多年的积累，我对昌
邑的一草一木、一街一巷了然于胸。如何将这些
地域文化赋能产业文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这
是一个大课题，也是一名作家的使命和责任。”
张葆海一直用文字倾诉对家乡的热爱，同时，他
也意识到文字可以为社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为此，张葆海根据昌邑市丝绸文化、海盐资
源等分别创作出版体现昌邑人艰苦创业、团结包
容以及奋斗精神的长篇小说《大绸商》和《大盐
都》，均在社会引起广泛好评。张葆海在读书会
现场与大家分享了创作历程，引起不少人共鸣。
　　张葆海还分享了他今年出版的新作《大御
医》。这部作品以清代昌邑籍著名医学家、尊经
派代表人物、乾隆皇帝的御医黄元御为原型，以
弘扬中医文化为宗旨，塑造了一位真实而又充满
传奇色彩的“一代医宗”形象。

　　读者倾听张葆海分享后，展开了热烈交流。
有读者对张葆海的写作经验感到好奇，也有读者
就阅读中的问题向他提问，还有读者对他挖掘地
域文化持之以恒的精神和付出的心血感到由衷
钦佩。
　　张葆海表示，下步，他将继续沿着这条路走
下去，拓展创作空间，加强与潍坊各县市区的交
流、学习，并着手创作长篇小说《大风筝》。
　　“抒写最美家乡·悦享更好潍坊”——— 潍有
书香读书会由潍坊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潍坊市
作家协会主办，潍坊市图书馆、潍坊文学院、奎
文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承办。读书会旨在进一步
推进全民阅读，打造好“潍有书香”全民阅读品
牌，助力书香潍坊建设，每期邀请潍坊著名作家
推介其精品力作，通过创作经验分享、对话碰撞
思想火花、读者作家互动交流等丰富形式，引领
广大市民品味丰盈的文学力量，共享阅读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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