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墨的驾驭得益于书法
（河南省书协名誉主席、书法家王澄）

书法家王澄赞誉李健强：“从他作品中能体会到
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解，但他同时也把当代审美融进了
宋意山水。他的书法体现了中国传统中最深邃最本
质的东西，他的写意山水所营造的那种境界，让人体
悟到他笔墨的驾驭得益于书法。”

研讨会现场研讨会现场 以画代言，卓尔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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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剧《杜甫》将登陆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

由郑州市委宣传部、郑州人民广播电台
录制的 8集广播剧《杜甫》已录制完成，今年
年底将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播出。

广播剧《杜甫》以程韬光的小说《诗圣杜
甫》为蓝本，主创人员六易其稿经过近两年
的创作改编，最终确定广播剧的剧本。8集
广播剧《杜甫》以唐代大诗人杜甫的生平传
记为基础，以杜甫的出生、漫游、求仕、流亡
及创作为线索，以杜甫历练人生、困居长安、
安史之乱、弃官漂泊等为主要内容，将他一
生的踪迹和时代境遇融为一体，全面展示了
杜甫忧国忧民、悲悯仁爱、上下求索的一生。

10月10日，广播剧《杜甫》在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广播剧录音棚开机，剧中人物杜甫由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表演艺术家修宗迪
演播，李白由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教授许平
演播，著名演播艺术家乔琛、周明灿、腾腾等
参与了广播剧的录制，郑州电台的部分主持
人也赴京参与广播剧《杜甫》的录制工作。
据了解，广播剧《杜甫》10月29日起在郑州电
台新闻广播首播。 记者 尚新娇

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科
教基地落户中原

10月30日，河南博物院与北京科技大学
共建的“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科研教学实习
基地”举行揭牌仪式。

中原是孕育和发展华夏历史文明的重
要区域，以考古出土文物为主的河南博物院
是中央地方共建的国家级博物馆，为更好地
保护文物，并发挥地区文化窗口的作用，同
时增进学术交流，加强科研合作，河南博物
院与北京科技大学共建科技考古与文物保
护科研教学实习基地。双方将联合在文物
保护研究等领域开展课题研究，共同申报国
家级科研课题项目。 记者 崔迎

中国三大女高音下周唱响绿城
11月 6日，孙秀苇、么红、沈娜——中国

三大炙手可热的女高音将在河南艺术中心
音乐厅为绿城的观众带来“中国三大女高音
2012巡礼音乐会”。

这三位歌唱家都曾获得众多国际奖项，
在世界各大歌剧院及国家大剧院出演女主
角。本次巡演音乐会的曲目安排独具匠心，
除了选择《托斯卡》《蝙蝠》《罗密欧与朱丽
叶》《玛侬·莱斯科》等经典歌剧中的著名唱
段外，三位歌唱家还将合唱《绒花》《摇篮曲》
《我爱你中国》等观众耳熟能详的歌曲。主
办方表示，希望能借此举拉近古典音乐与大
众的距离，在向观众传达美声和歌剧魅力的
同时，打破美声音乐会过于“殿堂化”的风
格，融入民族和流行音乐元素，改变美声音
乐“小众化走向”的看法。 记者 苏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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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强书画展及研讨会昨日在河南博物院举行

书画界存在着喧嚣浮躁
看李健强的画可以去躁气，添静气
也有专家提出：真正伟大的艺术家要面对现实提出问题

昨日上午，“寄心闲远——李健强
书画展”在河南博物院开展，百余名艺术
界人士及书法爱好者参加了开幕式。李
健强在开幕式上回顾了自己的艺术历
程，并坦言，感谢社会为自己创造了这么
一个安静的环境，使他拥有一个简单的
生活方式，有大量时间从事自己喜欢的
山水画创作。李健强自谦：“展厅内这
么多作品仍未达到心中之境，假以时
日，我不负山水，山水不负我，一定会画
得更好。”之后，李健强向河南博物馆捐
赠了雪景山水《探雪静心图》。

昨日上午，主办方还举行了李健强
书画研讨会，30多名来自省内的书画名
家、艺术家针对李健强的创作谈艺论
画，纷纷在会上发表自己的见解。

记者 尚新娇/文 周甬/图

展览现展览现场场

吸引圈内外人士前来观展
记者发现，比起往日冷落的展厅，

李健强的书画展形成了一个不小的热
潮。展厅内百余幅作品形式多样，层次
分明，强烈的艺术气息扑面而来。代表
李健强绘画创作特色的雪景山水与金碧
山水占据了主要展览，雪景山水或繁或
简，风格静逸闲远；金碧山水春和景明，
讴歌自然和生命。

展览中有体现李健强书法造诣的
10米书法长卷，也有展露画家性灵的案
头清供、禅意小品，博物架上各式青花瓷
器古雅精致，综合展现了画家近年艺术
作品所达到的水准，以及成熟艺术家所
达到的丰富性。

一位前来观展的华发老人对记者
说，看得出来画家的山水功夫很深，从画
中可以看出古意和诗意，耐人寻味。

从事高校美术教育的张先生说，我
关注李健强的画好久了，他的画中有一
股静气，有文化内涵。现在社会上有一
种不好的风气，书画界也一样存在着喧
嚣浮躁，看他的画可以去躁气，添静气，
这是难能可贵的。

记者发现，前来观展的人们兴致勃
勃，不时驻足点评、拍照，除了书画圈的
人之外，许多省内著名的作家、诗人也早
早来到现场，赏鉴这位颇具文人气息画
家的笔墨风云、诗情画意。散文家王剑
冰说，看他的画就像在读一首诗，欣赏一
篇意境优美的散文。

昨日，30多位书画家参加了李健强的书画研
讨会。中国美协理事、河南省美协副主席、河南省
书画院院长谢冰毅说：“从今天的书画展上，看到
健强多年积累的画作，从中可以看出其心灵轨
迹。”谢冰毅称，李健强对艺术的体验和追求融化
在他的生活中，从他闲散、高古的山水画中看到画
家较高的精神境界，以及画家的心性和追求。

对于李健强在画艺上的高度，谢冰毅评论

道，他的金碧山水借鉴中国壁画，用不同色调表
现中原山水题材，看着亲切，又不纯是自然的模
仿，有自己的绘画语言。目前达到这种高度的
画家很少，健强是河南山水画的领军人物，在全
国文人画中也会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谢冰毅还说，李健强的诗、词、书、画、印相
得益彰，其文人情怀在中国当代很是可贵，全面
的艺术修养对搞书画的人提出了思考。

文人情怀在当代很可贵（中国美协理事、河南省美协副主席、河南省书画院院长谢冰毅）

成功与学养和修养密不可分
（中国国画研究院副院长、河南省

留余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赵世信）
中国国画研究院副院长、河南省留余

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赵世信说：“李健强
在省内，乃至国内都是一位有实力有影响
的画家，他之所以成功，与他自身良好的
学养和修养分不开的。做艺术首先是做
人，要有自己的艺术良知和追求。在这方
面，健强做得非常纯粹，值得称道。”

无营傲云竹，造化钟神秀
（著名评论家孙荪）

著名评论家、作家孙荪自谦在“门外”
见识到一位画家的成长：“在这浮躁喧嚣
的社会，健强始终气定神闲，特别难得。
我从他的梅花中体会到‘闲、静、冷’三个
字，这种状态使健强的心态极其放松，从
而能够凝聚灵感来至笔下。”孙荪从李健
强的题款中读到庄子所言的“无营”，认为
正是这种无营的心态经营了他的艺术世
界，是一个成熟艺术家的标志，孙荪用杜
甫的“造化钟神秀”来赞美李健强的创作。

真正伟大的艺术家要面对现实提出问题
（中国油画学会理事、著名油画家曹新林）

油画家曹新林是李健强的入门老师，曹新林则对
学生提出了更高标杆。他认为，在当今美术界的浮躁
态势下，个人的修为很是难得，但不能一味地高古，真
正伟大的艺术家要对现实提出问题，有自己的批判，
并且要走的路很远。

A27、A28

展览引来很多艺术爱好者展览引来很多艺术爱好者

静气地思考绘画（著名山水画家杨振熙）

山水画家杨振熙与李健强走的道路相仿，他说最
佩服的是李健强的心性和状态，“从我认识他以来，他
就一直这么静气地思考自己的绘画，把绘画看作是一
件长远的事情，尽管他已画得如此之好，但感觉他的画
还在解决一个基础。我对健强的未来有更好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