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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刘慎为的
书画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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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3日， 青年画家刘
慎为创作的百米彩墨画卷 《辉煌
北京之夜》 亮相中华世纪坛 “中
国名家画北京” 作品展。 这部历
经十余年写生创作完成的作品，
将中国水墨与印象派色彩相融
合， 独特的艺术风格 “受到与会
国家美术届领导专家的好评与肯
定”。 人物画家马和林曾将这幅
夜景比喻为 “一曲气势恢弘、 跌
宕起伏的交响乐”。 而在刘慎为
自己看来， 这只是职业生涯的一
个小小插曲， 甚至称不上他最喜
欢的作品之一。 在这个青年画家
内心里， 他的书画江湖才刚刚开
启。

形而上的赤子之心

中国文化管理协会会员、 文
化部青联美术工作委员会委员、
北京市劳模、 市新世纪国家百千
万人才工程人选、 市专家与博士
后工作站成员、 大兴区文化馆美
术部主任 、 区美术家协会副主
席、 区十大杰出青年……在刘慎
为身上， 有着诸多光环。 但这么
多的名号里面， 他却没有一个在
意的， 用他自己的话讲， “这些
都只是做事情的平台 ， 并不重
要， 重要的是如何做事， 实现更
高的人生价值。”

或许是自我要求高， 直到现
在， 他的作品里还没有一件自己
真正喜欢的。 “可能会是我的下
一个创作。” 认真思考之后， 刘
慎为告诉记者。 对于艺术， 他始
终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 把所有
心思放眼于当下和未来， 想着趁
年轻 ， 能创作出更多宏大的作
品。

“十年前， 我看到过一个关
于抗战的素材， 特别震撼。 当时
就想把它画出来， 但由于素材、
精神、 能力的积淀还没有达到，
始 终 没 有 动 笔 。 直 到 现 在 ，
我 依 然想着怎么把这件事呈现
出来。” 刘慎为说。 在描述这件
事的时候， 刘慎为显得很激动，
他说看完这个材料后， 脑海里始
终有两个字挥之不去 ， 那就是
“惨烈”。

当一件事在心里装了10年却
依然记忆犹新的时候， 便是你一
定要下决心去做的时候了。 “我
想找几位这方面的专家探讨一
下， 了解时代背景， 寻找创作灵

感。” 刘慎为盘算着。 这位说起
话来很接地气儿的画家， 身上又
有着一种形而上的气质， 强调着
对艺术、 对哲学的探索， 对更高
价值的追求。 他说， 自己想达到
一种境界， 而这种境界在他看来
又是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

“艺术家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现在很多人都把画家 、 艺
术家神化了 ， 其实在很早的时
候， 艺术家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刘慎为的这句话深深触动了记者
的心。 他并没有世人眼中艺术家
所独具的那份清高， 而是十分健
谈 ， 给人一种亲切感 ， 毫无距
离。 他最想做的事， 就是对文化
的传承。 谦虚的他， 找来中国当
代知名的艺术家， 在大兴开办讲
座， 为越来越多的人普及文化知
识。

“第一次讲座我请的是中国
艺术研究院的赵欣歌， 讲书画家
的人品与风骨， 告诉大家怎么当
个画家、 艺术家。 第二个请的中
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刘涛， 讲王羲
之， 体现魏晋时期的文人风骨。”
刘慎为说， 希望通过讲座， 让这
些有水平的人发挥作用， 为现代
人提供一些指导。

作为大兴区文化馆美术部主
任， 刘慎为肩上挑着三副担子：
收藏文化交流 、 阵地辅导 、 创
作。 创作在很多时候是个人的事
情， 而收藏文化交流和阵地辅导
则更多地体现在为大家服务上。
谈到阵地辅导 ， 刘慎为兴趣盎
然。 除了在文化馆带学生外， 每
周五， 他还会下基层， 来到街道
“温馨家园”， 教那里的残障学生
学画画。 “孩子们理解上不是很
快， 不好教， 但当你和他们接触
时， 你会觉得心里很放松。 他们
纯净的心会把你净化， 让你觉得
不那么累。” 谈到为什么要做这
样一份公益事业时 ， 刘慎为坦
言。

他最得意的学生是于小龙 ，
那个双手残疾、 曾经在西单地铁
站用脚写字的乐观男孩。 某电视
台为于小龙做了一期节目， 节目
里， 于小龙说自己想学习书法和
绘画， 希望能找一位老师。 机缘
巧合， 电视台工作人员找到刘慎
为提出了这个请求， 刘慎为欣然
接受。 起初， 他并没有报以过多

期望， 但于小龙乐观努力的生活
态度使刘慎为深受感染。 如今， 这
位学生奔波于各种展览、 演出， 甚
至结识了很多明星， 在国际上也小
有名气。 “他现在的名气比我还要
大。” 刘慎为笑着说。

或许， 人生就如同于小龙脚下
的字一样， 只要努力， 便能 “足”
够快乐。

警示教育也要有笔墨情趣

“法于尘世， 绳以终归， 各行
其事须以度衡规矩， 方可荡社会
之污。” 针对当前社会现状， 为
了对广大群众和党政领导进行警
示教育， 2014年， 刘慎为领到一
个重要任务： 四个月内出一本以中
国书画艺术名言警句为内容的书，
以正本清源， 净化社会风气。 于是，
《新警世恒言》 这本书便问世了。

该书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并
被其研究生院留用， 在大兴区发放
给850名处级以上干部进行学习， 并

进行 “国学警示教育” 讲座。 接下
来， 刘慎为还将进行 《新警世恒言》
讲座。 “我也继续完善这本书 ，
希望书里的内容更加圆满 ， 继
续再版以教育更多的人。” 刘慎为
说。 而这部书里的作品也即将在相关
部门进行展览， 以警示更多的人。

四个月出一本书， 对于刘慎为
来说责任重大。 前期， 他需要积累
众多素材。 一向追求完美的刘慎为
给自己定了两个要求： 第一， 别
人没听过 ； 第二 ， 要极深刻 。
“教育人的词太多了， 在选择时
一定要慎重。 警示教育应当上升
到文化层次， 古人诗词里有很多
警示教育的经典， 既彰显文化内涵，
又深具笔墨情趣。” 刘慎为告诉记
者， 为了积累素材， 他亲自到河北
保定曾国藩直隶总督府 （现为国家
反腐教育基地）， 感受先人的圣训。
“只有亲自接触了， 才能激发出内心
的情绪。 情绪到了， 艺术也便喷
薄而出。”

这四个月， 除了素材积累之

外的时间， 刘慎为平均每天要写
两副字、 画两幅画。 如此高产，
连他自己都有些吃惊。 他甚至只
用了十五分钟时间， 便把书的序
言拟好了， 中央党校出版社只字
未改。 “非名利能得以持久， 无
强势可是张扬。 魂归于精进， 魄
洒于执着。 ……华夏之大帝， 炎
黄之子孙， 奋起于当下， 气冲于
乾坤。 念天地之悠悠， 创神州之
大业。 ……上追星月腾空， 下入
江海为龙。” 刘慎为一个字一个
字读起来， 神情认真而肃穆。

生命价值的体系 ， 还有更
高、 更好的。 从事艺术， 首先要
有思想、 有哲学理念， 因为你的
思想可能会引领一个时代。 一个
人的能量有限， 刘慎为想做的，
就是把这些能量集合起来， 达到
更高的境界， 对社会和人会起到
很大的作用。 接下来， 他还会继
续出书， 继续创作， 继续为温馨
家园的孩子们上课， 继续提升自
己的艺术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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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北京市劳模、大兴区文化馆
美术部主任刘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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