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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文坛传佳话
父子同天进中国作协

昨日，郑州作家八月天、尚
攀父子一起接到中国作协的入
会通知，正式成为中国作协会
员。当代文坛父子（女）作家并
不少见，但同时加入中国作协在
全国还是史无前例的佳话。

八月天，本名尚伟民，是我
省文坛近年来比较活跃的作家
之一，出版有长篇小说《城市的
月光》、中篇小说集《现实书》。

《城市的月光》2009 年在本报连
载后，引起很大反响，很快被新
浪和腾讯读书频道连载推广，成
为当年“豫版”四大畅销书之一，
2012 年再获河南省“文鼎中原·
长篇小说精品工程”奖。八月天
执笔编剧的 52 集大型廉政动画
片《警醒》今年获第十届全国法
制漫画动画微电影作品征集活
动三等奖。

尚攀出生于1990年，是省文
学院最年轻的签约作家。2009
年开始迷上小说创作，著有长篇
小说《假如爱有天意》《随风而
逝》，出版小说集《青春破》。《韧
韧的烦恼生活》2012 年获第九届

“河南省五四文艺奖”银奖，《青
春破》入围第六届全国鲁迅文学
奖参评作品。

父子二人当年同时签约省
文学院，就成为文坛佳话，如今
又同时加入中国作协。
郑州晚报记者 陈泽来

“情系家乡”油画展巡展
继河南博物院、郑州大学等

巡展后，由河南省美术家协会、郑
州美术馆主办的《情系家乡蔚国
银油画巡展》第 52 站日前开幕，
展期至8月30日。

本次油画展展出蔚国银 60
幅作品，多表现的是高远广阔的
景色，也有部分是人物风俗画。
作品全面地展示了作者的艺术创
作能力和艺术才华，不仅阐述了
油画艺术的真谛，也表现了他对
生活的理解和对社会的歌颂。蔚
国银祖籍河南西华县，是从我省
走出去的著名油画家，他的作品
多次获国内外大奖，被中国美术
馆、河南博物院等机构收藏。
郑州晚报记者 尚新娇

首届河南幼儿教育
区角教学研讨会举行

6 日，由索易儿童成长中心
举办的首届河南省幼儿教育区角
教学研讨会在郑举行。众多低幼
教育专家齐聚，探讨区角教学的
教研之道。

随着中国幼教行业的急速发
展，注重儿童个性化及广泛性的
区角教学逐渐被幼儿教育所接
受，但国家还没有一套完善系统
的指导性的体系，对幼儿教育进
行指导。作为致力于在幼儿教育
领域进行创新性改革的索易儿童
成长中心，为了能够在区角教学
方面形成一套科学完整的指导体
系，索易提供了一个供河南幼儿
教育同行交流、分享、研究的平
台，即区角部落。首届区角研讨
会围绕着创意美工区进行，协助
民办幼儿机构掌握区角教学的全
面创设、材料投放及教学方案的
设置，从而培养孩子主动学习的
能力。郑州晚报记者 尚新娇

所展作品中，除反映社
会生活的建筑、官吏、乐舞、
田猎、车马出行与搏击娱乐，
传说故事的后羿射日、狗咬
赵盾、玉兔捣药、王母饲凤
外，还有五铢钱、乳钉纹、树
叶纹及铺首衔环等图案。

“中国早在汉代便已使
用铺首，至今已逾 2000 年。”
许馆长介绍，“我们到农村
去，或者仿古建筑上都能见
到铺首，铺首是汉代画像石

刻比较常见的一种图案，它
是由饕餮逐渐演化而来。汉
代的铺首综合了许多兽类的
特征，造型或像牛，或像虎，
面目凶恶恐怖，担当了保护
神的角色，这种文化一直延
续到现在，客人来访时拍击
门环或门坠，门环撞击在铺
首之上发出清脆的声音，主
人听到后便会开门迎客。”

许馆长表示，汉画像反
映了当时人的哲学观、社会

意识等，可谓无所不包，蕴含
有海量的历史信息。“欣赏画
像砖，犹如观看一部部画面
组成的历史故事书，你会发
现许多生动有趣的信息。”

“公众前来观赏汉画像，可
以从中领略中原汉文化独有的
雄强壮丽的美，这种美反映了
那个时代特有的古拙质朴，优
雅恢弘的艺术特点，其独特魅
力在今天仍然具有一种穿越时
代的现代美。”许馆长说。

“铺首衔环”从汉代开始叩击……

阅读画像砖
走进“汉代中原风情”

今日, 由郑州美术馆主
办的“中原·汉风——
郑州美术馆馆藏汉代
画像砖精品展”在郑州
美术馆主馆开幕。现
场有展品100余件，既
有珍贵的汉代画像砖
实物，也有精美的画像
砖拓片作品，图片配以
详实的文字注释，让观
众得以心灵穿越时空，
直面汉代先民生动的
生活与丰富的精神世
界，感受博大精深的中
原文化。
汉画像砖艺术内涵丰
富，是“大汉气象”的鲜
明载体，呈现出瑰丽多
彩的艺术神韵和文化
魅力，“它几乎囊括了
彼时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乃至小市民生活
的起居、休闲、娱乐诸
方面、多侧面的珍罕资
料。”
如何欣赏汉画像砖艺术
与拓片艺
术？画像
砖背后隐
藏着哪些
历史和文
化 信 息 ？
昨日，记者
采访了郑
州美术馆
副馆长许
雄志，杭州
师范大学
教授、汉画
馆副馆长
江继甚。
郑州晚报
记者 尚新
娇

“汉画像砖源于丧葬观念，‘视死如生’”
汉代尊崇儒术，又以孝立

国，对于亡者的‘孝’最终就被
汉人落实在丧葬典礼之上，因
而汉代丧葬之风盛行，人们相
信“鬼犹求食”、“视死如生”，
导致墓葬形制的宅第化和陪葬
品的生活化。对待死人如对待

活人一样，因此‘生不极养，死
乃崇丧’的厚葬之风盛行。

“汉代画像砖就是那个时
代的必然的丧葬习俗现象。
画像砖是古代嵌砌在宫殿、墓
室、壁上的一种图像砖。画像
砖的图案是用木模在砖坯上

压印而出或模制砖坯后，再入
窑烧制型的。”江继甚介绍，当
时除了铺地和贴壁的各种小
条砖、方砖外，中原地区的劳
动人民发明了铺筑踏出台阶
的大型空心砖，并将这一发明
运用到当地的陵墓建筑。

河南是汉代画像砖出土
最多的地区之一，主要集中在
郑州、洛阳、许昌、南阳等地，
是河南汉画艺术的突出代表，
艺术风格豪放古朴，极具装饰
效果，是考察、研究中国古代
社会生活和艺术发展的珍贵
史料。这些图案都直接反映
了汉代的地理天文、军事、娱
乐等诸方面的社会风尚。

“以郑州区域为核心的
汉画砖，主要是小块面、小图
案，表现线条为阳线，非常精

细。”许馆长比喻，“大幅盈
握，里面的小图案小而精美，
一个兔子的大小就像一粒花
生米，一匹马就像一粒枣，浓
缩得犹如汉代的肖形印。”

谈及这次展览内容，许
馆长说：“内容有图腾与神话
世界、尚武精神与狩猎、市井
百态、城阙与马的艺术。欣
赏汉画像砖，如同穿越回到
汉代生活，充满浪漫神话色
彩，也表现了汉代的市井生
活等。”

记者看到，其中一幅汉画
像砖酷似《斗鸡图》，主角是两
只伸长脖子斗红眼的鸡，旁边
有人观阵，也有人抱着鸡在等
待上场，还有人在敲击健
鼓。而另一幅馆藏的《狩猎
图》细节刻画得很好，栩栩如
生，一只鹿被射中，脖子上带
箭在跑，狂奔不止，后面的猎
人则紧追不舍。许馆长介绍
说：“这些珍贵的画面表现了
汉代人斗鸡博彩、尚武狩猎的
娱乐生活。”

汉代的“铺首衔环”一直延续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