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人美术馆就像本独立杂志，将建馆者的审美与情怀涵盖其中。 

走进隐居于市中区车子镇的能美术馆，青砖、黄墙映入眼帘，简洁而朴素有力的外观，

呈现出别样的精神性。

屋中有画，等于悬挂了一个思想。

时间回到2020年5月，一场名为“抗疫美术书法作品展”的书画邀请展让大众关注到这

个美术馆。在全民抗击疫情的阻击战中，画家们拿起画笔，用国画、海报、速写、书法等创

作形式，为抗疫汇聚文化力量，增添视觉的意义。展出的30多件作品，在体现出鲜明的艺术

特色和来自视觉构建的人文关怀的同时，也带给观展者无尽的反思。

“美术馆A区集展示、创作、住家为一体，B区则兼济教学和展示功能。”能美术馆总

建筑面积达1000平方米，在这里，每层空间有着各自的特点。在李开能看来，具备收藏保

护、学术研究、陈列展览、教育交流功能，才能叫做美术馆。

开办美术馆是李开能沉积内心许久的梦想。为此，2015年他开始筹备此事，几经考察，

选择了如今的地址。2018年，这座以朴素简约为主基调的美术馆走进大众视野。

如今的李开能，不再只是艺术的创作者，还是艺术的传递者。

“乐山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艺术氛围浓郁的地方。能美术馆的建立，旨在为本地的艺

术家与外地艺术家们提供一个推广展示的平台。”能美术馆内所有资金问题都是自行解决。

尽管前路艰难，但李开能对美术馆的未来却有着清晰的规划，美术馆须承担社会文化责

任，期望通过能美术馆为艺术家搭建一个推广、展示和交流的平台，也使市民在工作生活之

余，能够接触、了解艺术，并在艺术创作中获取成就感。

新闻周刊
面 孔10 2021年4月15日   

编辑：杨莹  版式：马煜航

李 开 能 ， 1961年 生 于 四 川 西

昌。1989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中

国画系。乐山市美术家协会主席，

乐山师范学院二级教授，四川省学

术和技术带头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民进中央开明画院理事，民进

四川开明画院副院长，四川省美协

理事。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访

问学者。已出版《墨象心象李开能

作品集》，当代中国艺术家精品丛

书《李开能速写作品集》等专著五

部，发表美术论文60多篇，发表美

术作品300余件，参加国家级作品展

10余次，组织策划大型美术作品展

览6次 ， 举 办 个 人 画 展 三 次 ， 获 全

国、省、市美术作品奖10余项。

寻觅私人空间里的无限维度 

■   本报记者 杨莹 

《醉秋图》之二136x34cm 

《整装待发》136x68cm

能美术馆内景 杨莹/摄

是献给将来的李开能：

人物
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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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并非酒之醉

躬耕三尺杏坛

从点子山水到到构成花鸟，再到意笔水墨人物画。30多年的时间里，李开能的创作风格也在

不断发生着转变。

2010年秋，李开能来到中央美院作访问学者，开始深入研究线性素描的表现手法,为之后创作

的水墨人物画提升了造型感和格调。2011年，访学归来的他，创作出的国画人物让人眼前一

亮。“我开始追求奔放、潇洒的绘画语言，尝试着打破造型关系，并把自己内心的向往通过艺术

的形式进行表达。”

纵观李开能的意笔水墨人物画，形象各异的人物，充满着憨趣之态与禅学韵味。总是能从中

感受到一种把酒言欢，豪放自由的人生态度。酒中人的面部、手指和脚趾的轮廓用传统的白描线

条写出。头发、眉毛、胡须借鉴了山水画中的点苔手法，在白描线条的流美之中增加了苍雄的味

道。衣裳、鞋子用大写意水墨写出，且融合了大写意花鸟的藤蔓和枝干之法，以及大写意山水的

云水之法。水墨淋漓，云蒸霞蔚。李开能感言，在创作中根植于传统笔墨精神和高古隐逸之风。

以书入画，骨法用笔，以没骨的技法勾画出人物身体造型，为其赋予古拙简约之味。

作品《醉清风》，以淡墨晕染出的芭蕉叶为背景，浓墨小写的清竹辅助，给人意境清幽、宏

阔之感。两位隐士在芭蕉叶下举杯畅饮，谈笑人生，传递出古典而又朴实的意味。所表现的魏晋

风度式的对酒狂歌，或天人合一、或放浪形骸、或安贫乐道、或心向桃源……，这是李开能对世

外生活的沉醉和喜爱，也是对繁华生活的对比和隐喻。

“醉酒系列给人很深的人文情怀和禅道之意，画面以情景交融的展现方式将世间百态，人生

况味写进笔墨之中。”于李开能而言，“醉”并非酒之醉，从深层上讲，表达的意绪乃是身处现

代社会中的人，在重重压力中仍旧怀揣着狂放与不羁，由此而获得心灵的慰藉和内心的平衡。

“水与墨本无形，在画面中它又承

载着有形的生命”。这是李开能的创作之

道，也是他30多年来的执教感悟。

传有言之道，行无言之教。自1989

年，李开能从事高校美术教育工作以来，

“责任”二字始终铭刻在他的职业生涯之

中。在深入钻研绘画技法与理论的同时，

不断探索着新的教学方式。“教书育人是

需要自己的学识在一定的高度之上，这样

才能为学生授业解惑”。近年来，李开能

不断在“自留地”中深耕，主持省厅级课

题2项，参与省厅级课题10多项，发表了

60余篇美术论文。并怀揣着对求学而来的

学子的责任与怜惜，严格要求每一位学

生，学有所长，学有所用，以长远角度来

思考学生的未来。“只要他们不放弃绘画

这件事，那么我就永远尽我所能地去帮助

他们”作为一名老师，他比谁都珍惜才华

的年轻人，比谁都希望他们不要随波逐

流，屈于现实。

教师与画家两个不同的身份，于李

开能而言，似乎又是同一种身份。对艺术

的热爱，让他停不下创作的画笔，正如他

所言，只有在艺术中他的生命之树才会常

青，他的世界才会色彩斑斓。

能美术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场展览，将以李开能个展为主题，展现他艺术创作四十载的孤

独与热爱。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出生于西昌市的李开能，自幼便醉心于墨香笔锋构筑的书画天地。

“画家手中的笔是那样的神奇，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犹如魔力般在他们的手中记录下来，

这一切让人无限向往也深深的激励着我。”幼年时的李开能对涂画上瘾，在墙壁上、石板上都曾

留下“作品”。也正是这种发自骨子里的爱，成为他艺术创作的原动力。

“当时家中珍藏了许多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杂志，里面有许多素描国画油画和摄影

图片。”久看必生情，他开始试着临摹素描风景作品。之后又更加忘情的临摹《芥子园画谱全

集》《我怎样画山水画》。一段时间下来，单是16开的打字纸上画的花草山水也有厚厚的几大

本。浓淡穿插，风竹的摇曳，兰惠的幽香，山水的清音似乎也能从中感受出点点神韵。

四川美术学院于李开能来说神圣而又向往。1985年，他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四川美术

学院中国画系，也是在那里，理论和技法得到提升，开阔的眼界也使他的画作日臻精致。毕业后

的李开能来到了乐山师范学院任教。那时的他从未想过，这里将是与他牵绊一生的地方。

源于骨子里的热爱

《醉里乾坤乐逍遥》136x34cm

《硕果丰收》136x3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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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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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一年一度的中职技能大赛，是乐山职业教育的“重头

戏”。4月6日，乐山市第十二届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在乐

山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此次大赛由乐山市教育局、乐山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主办，乐山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沐川县中等职业学校具体承办。

本届大赛以“立德树人、匠心筑梦”为主题，目的是

通过大赛活动展现职业学校学生娴熟的技能，并以此为契

机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优化专业建设，推动

中职教育教学改革，提高德技并修办学能力，展示乐山市

中等职业学校教育改革与发展成果。大赛设10大类专业23个

比赛项目，全市共有21所学校，471名学生同台竞技，展亮

丽风采。

上午10点，在中餐宴会摆台赛场，选手在评委面前完

成仪容仪表展示后，开始计时检查杯具、餐具等，接着进

行中餐宴摆台。只见选手在迅速铺好台布及装饰布后，开

始依次摆放餐碟、味碟、汤碗、汤勺、筷架等，动作规

范，拿餐具手法正确，不久便将所有餐用具整齐摆放完

成。随后评委老师对各摆放用具之间的距离进行测量打

分……比赛现场气氛紧张，选手沉着比赛，评委认真评判。

每个赛场都拉起警戒线，赛场封闭，赛制严格。每走

进一个赛场，都能感受到紧张气氛。不少参赛选手是第一

次参加技能大赛，大家十分重视，纷纷拿出自己的看家本

领，在赛场上比技能、赛素养、展风采。

4月10日下午，四川大学乐山校友会成立大会暨四川

大学与乐山校地合作推进会在乐山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四

川大学校领导、相关部处学院负责人，兄弟校友会代表及

乐山校友代表等100多人共同见证了乐山校友会的成立。

记者了解到，四川大学乐山校友会已筹备三年有余，

以“延续川大情缘，服务乐山校友，推进校地合作”为宗

旨，围绕“校友联络平台+校地合作平台”目标开展工作，

记者了解到，本届大赛为期3天，设立乐山职业技术学院、沐川县

中等职业学校两个赛点。大赛设团体奖5名，优秀组织奖7名。学生个人

单项奖以实际参赛人数为基准，分别按20％、20％、30％比例设一、

二、三等奖。经人社部门认定，相关专业第一名选手核发“高级工职

业资格证书”，其余一等奖选手核发“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同时，

对指导学生获得一等奖的教师颁发“优秀指导教师奖”。

技能大赛是职业教育领域重要的赛事和盛会，也是职业院校相互

之间学习交流的重要平台。同时，在技能大赛的舞台上，各职业院校

的办学成果、师生风采、技艺展演逐一呈现，是职业院校教学改革、

技能训练、人才培养的大检验、大阅兵，是各院校和行业企业交流合

作的重要桥梁。

目前，技能大赛已成为乐山市职业教育的亮丽名片和最重要的赛

事之一，届届有看点，年年有创新，逐步实现了制度化、规范化、科

学化和品牌化。赛考培有机联动，教学研一体推进，促进了各地各校

产教融合、专业建设、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的转型升级和深度推进。

 ■ 本报记者 金丹  

 ■ 本报记者 金丹

 （受访单位供图）

 （受访单位供图）

         
乐山市第十二届中职技能大赛开赛

         
四川大学乐山校友会正式成立

         

立德树人  匠心筑梦

         

缘起川大  情聚嘉州

471名选手同台竞技

以赛促教
以赛促改

力争打造一流地方校友会，匹配母校“双一流”建设。

会上，四川大学校友总会向乐山校友会授会旗，并颁发相关荣誉证书。部分优秀校

友和兄弟校友会代表在会上畅谈川大回忆，共叙乐山友情。

四川大学副校长、华西医学中心主任张林表示，校友是川大的名片，川大是校友的

商标。一流的大学，必须要有一流的校友会。地方校友会是母校与地方合作的桥梁和纽

带，各地校友要凝聚起来，共同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建设。

作为乐山校友会首届会长，干文指出，今后，川大乐山校友会将继续在校友总会领

导下，进一步广泛联络校友，加强校友与校友之间、校友与母校之间的沟通与联系，充分

发挥四川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优势，促进校友事业

的全面发展，推进母校与社会各界的广

泛合作，助力乐山经济建设和社会进

步，提升四川大学的影响力。此外，校

友会将围绕法律咨询、医疗健康、教育

就业、中小企业、国际交流、文体公益

等行业（兴趣）方向，开展常态化交流

活动，真正成为广大在乐校友的情感纽

带和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