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全普简介

1964年生，四川省达州市人。达州日报社记者、美术编辑，尔雅传
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艺术总监。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会员、达州市美术
家协会副主席、515艺术创窟艺委会委员、达州市文学艺术院特聘艺术
家、四川文理学院美术学院特聘专业教师。

油画《飞流入梦》入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风景·风情”全国小
幅油画展，《晨光一束染农家》在《中国美术报》发表，《古刹深深》由北京
人民画院院藏；多幅油画作品载入文化部文化艺术中心大型艺术文献
《艺术中国》以及《中国写生作品选集》等全国10余部美术专业刊物和
画册。

多次采访报道国内重要的艺术类大展，参与策划美术展览20余
场。著有《我与达州画家》《话里有画》《艺出巴山》等艺术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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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郝
良） 达州日报社记者、美术编辑张全普耗
时数十年编著的艺术文献《艺出巴山》于近
日付梓，由当代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

该书由媒体人何南观作序，著名艺术教
育家魏传义题写书名。全书 36 万余字，共
十个章节，既对达州2000 多年的美术发展
史作了逻辑和师承关系的梳理，更列出了达
州当下的美术创作矩阵，是一部追溯和记录
达州艺术发展进程的文献。

张全普既是达州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又是达州日报社美术编辑和记者，这样的双
重身份寄予他一种特殊使命和担当，也成就
了他36万字的艺术文献《艺出巴山》。本书
前三个章节，是他执笔撰写的《巴山书画院
陈列馆展陈文案大纲》集成，系统编辑梳理
了大巴山艺术的早期脉络；从第四章节到第
十章节，收录了张全普采访达州艺术家的百

余篇评介文章。
《瓦沟中私藏王君异名画被抄家》《受益

于欧洲水彩画“真传”的百岁老人》《隐居巴
山40载的“指墨”大家》《“金秋”唢呐手是宣
汉王石匠》《金奖作品“敬爱的元帅”诞生始
末》《从“洋插队”到加拿大终身教授》《“游
侠”陪吴冠中大巴山写生》《情深意无穷的军
事画卷》《把中国木版画艺术传播到英国去》

《冉茂魁与大巴山画家的忘年交》《“纤毫毕
现”的超极限绘画高手》等篇章，题材独具匠
心，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读后令人回味无
穷。作者在采访中挖掘出大量艺术史料，第
一次揭秘王君异、李植华、刘伯骏、魏传义、
罗中立、张尔立、邬华敏、李增吉、顾雄、吴冠
中、秦文清、向思楼、冉茂魁、冷军等一大批
活跃在中国画坛的艺术家鲜为人知的创作
故事，以及他们与达州千丝万缕的情缘。大
巴山的美正被作者记录的这群艺术家推向

全国、推向世界。
“达州有深厚的历史，是一个有着人文

精神和红军文化积淀的地方。在艺术上，走
出了罗中立、刘伯骏这样的大家。经过此书
的梳理，作者把达州目前活跃在国际国内的
艺术家呈现在我们面前，水墨丹青、浓墨重
彩，他们构成了今天达州文化艺术的一枝奇
葩。”美术史家林木对《艺出巴山》的出版寄
予了期待和高度评价。著名策展人、美术批
评家王林在阅读《艺出巴山》后深情感叹：

“达州是我的第二故乡。在达州当知青的八
年，是我一生中感受人际温情最多、最深
的。感谢张全普先生有心，把达州画家逐个
加以描写，而且为我这个不是画家的人著
文。一个记者能够如此热情、如此执着地为
家乡人民报道艺术家、艺术创作乃至艺术批
评的情形，显然对于本土文化的宣传和培育
功莫大焉。”

本报讯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郝
良） “农耕及其一切都正在加速成为过去
式，其在漫长年代中形成的风俗及其表现形
式，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和人、人和社会
乃至整个历史文明进程的相辅相成，内外呼
应的有机生态及其连结渠道。《乡村匠人》以
川东北民间匠人为主要写作对象，涉及广泛
而精细。是对消失的民间职业，尤其民间经
济、手艺以及沟通实践，使得利益共生过程

的文学记录，也是写给时间的消失之歌。”10
月25日晚，在四川（南充）大木偶剧院，随着

《乡村匠人》授奖词的响起，达州市渠县作者
刘强走上了领奖台，领取了“首届嘉陵江文
学奖——优秀作品奖（散文类）”。

源远流长嘉陵江，千年文脉灿若星光。
为了打造嘉陵江作家群，促进嘉陵江流域文
学事业大联合、大繁荣、大发展，四川省作家
协会与南充市人民政府从2023年开始共同

主办“嘉陵江文学奖”，每两年一届，对获奖
作品予以重奖。首届嘉陵江文学奖征集到
川渝嘉陵江沿线23个区、市、县协作单位推
荐作品72件，通过组委会的严格评审，最终
评出获奖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主奖各
1件，优秀作品奖各2件。

今年58岁的刘强是一位扎根渠县乡镇
三十多年的工作人员，工作之余，喜欢用文
字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创作的文学作
品散见于国内部分报刊。2019 年，一直生
活工作在农村的他，在看到渐行渐远、逐渐
没落的乡村匠人后，萌生了要把乡村匠人的
生活经历和濒临失传的技艺用文字真实地
记录下来的想法。在得到《达州晚报》副刊
编辑的肯定和支持后，刘强从“乡村剃头匠”
开始，两年时间里陆续创作了七十多篇有关
乡村匠人的散文，并在《达州晚报》上刊载。
随后，由《达州晚报》推送的“乡村匠人系列”
获得了四川省2020年度报纸副刊好作品二
等奖。2022年，刘强将作品进行整理后，由
渠县籍著名诗人杨牧题写了《乡村匠人》书
名，于2022年10月由四川民族出版社正式
出版。

“感谢当初《达州晚报》的鼎力相助，让
我这位从未离开故土半步的乡村作者能取
得今天的成绩。”刘强获奖后感言，“那些生
活在乡村的一代代能工巧匠，他们在不同时
期，用自己特有的手工技艺服务千家万户，
温暖了乡村岁月。热爱着川东北民俗文化
的我，把内心对乡村匠人的那份情愫转化为
文字，期求能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载体得以
传承！”

领取奖杯和荣誉证书的刘强领取奖杯和荣誉证书的刘强。。

选题独到 真实记录

《乡村匠人》获得首届嘉陵江文学奖

巴山有大美 透于丹青间
张全普著作《艺出巴山》正式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