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杨杰：

让“中原书风”
更具神采

现如今，省文联主席杨杰的肩上又多了一副沉甸甸的担子——河南省书法家
协会主席。身份不同，重任相同，杨杰表示自己虽有压力，但仍有信心能够担
当起这份重担。近日，杨杰主席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她坐在绿萝垂蔓的办公
桌前，向记者娓娓道来自己与书法的不解之缘。
郑州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崔迎 实习生 王世瑾/文
郑州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白韬/图

杨杰，女，籍贯河南济源。毕业于郑
州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学士，研究
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河南省书法家
协会主席。现任中国文联委员、河南省政
协常委，河南省文联主席。

书作苍劲大气，清刚雅正，风格独特。其
作品曾多次参加“第八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中、日、韩国际书法交流展”“中国当代著名书
法家千米长卷”“第二届中日女书法家代表作
品展”国际妇女交流大展、全国著名女书法家
邀请展、首届海峡两岸女书法家精品展和理
论研讨会、“北京书法国际双年展”等国内外
重要展览，并被收入多种作品集和被国内外
多家博物馆、碑林、画廊收藏。出版有《杨杰
书法作品集》。曾任中书协权益保障委员会
委员、中书协妇女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和全国
第五届妇女书法展等展览的监委、评委。入选
国家艺术基金专家库并被聘为首次评选评委。

作为书法家，杨杰很庆幸自己见
证了河南书法的发展，并同书法豫军
一起经历了成长之路。

杨杰对河南书法的成长如数家珍：
我们河南不仅是书法大省，也可以说是
书法强省。上世纪 80 年代初，河南省
书法家协会正式成立，这比中国书法家
协会的成立还要早一年，“那个时候，河
南的书法可以说是领全国之风骚的，许

多大的书法活动，如中原书法大赛、国
际交流大展等，不仅开全国之先河，也
在全国书法界引起轰动，影响很大”。

河南书法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至
今已有35周年，在张海等老一辈书协领
导的努力和带领下，走上一条复兴之路，
在全国的各类展览中，无论是从入选数
量还是获奖数量，河南都位居前列。“我
们的中原书风也在此期间逐渐形成。”

杨杰年轻时是一个“文青”。她虽
然初中未毕业就辍学谋生，但由于勤
奋好学，工作数年后又凭着自己的努
力考入大学，毕业后怀揣着文学梦的
杨杰来到了省文联。

杨杰酷爱书法，到文联工作后她有
更多机会就近向谢瑞阶、陈天然、张海、
王澄等前辈学习，书法进步很快。在很
长一段时间里，杨杰一直将书法视为业
余爱好，并没有当书法家的目标。

机缘巧合，更是天道酬勤。杨杰一
步步成长为中国书协会员、省书协理
事、省妇女书画家协会主席、省书协副
主席。在上届书协主席团中，她兼任省
书协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这在别人看
来就是挂个名，但杨杰却把它当成责任
和义务，8年中在没有经费和专职人员
的情况下，组织了近百次书画活动，许
多作品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把河南的
妇女书画推向了全国先进行列。

30 余年如白驹过隙，如今的杨杰
作为省书协的新一届主席，感受到肩
上的责任沉甸甸的。“我们这一届主席
团成员，接过接力棒的时候，就知道自
己面对着大家更高、更大的期望。近
几年，各省的书法发展得比较快，河南
书法以往的优势逐渐弱化。这也正
常，任何人都不可能永远引领风骚。
但我们非常有信心，希望通过我们的
努力能使河南书法在现有基础上不断
前进，达到新的高度。当这个主席并

不是因为你书法水平比别人高，而是
一副工作重担。”

“这届主席团大部分是上届成
员，也补充了比较年轻的新鲜血液，
都是当今活跃书坛的领军人物，这都
是非常好的条件。我一直在思考，怎
样才能集中集体智慧，发挥每一个人
的优势，切实做到担当、奉献、服务、
引领。”杨杰希望带领书法豫军不断
推出精品力作，让中原书风在全国有
更大影响力。

“河南书法曾领全国之风骚”

无心插柳柳成荫

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邵丽：

带领“文学豫军”
再出精品

她是河南作协33年历史上首位女主席；她只用了8年时间就获得了中
国文坛最高奖之一的“鲁迅文学奖”，成长速度之快令人惊异；她的名字
屡屡见诸《当代》《花城》《人民文学》等著名文学刊物……她就是新任河
南省作家协会主席邵丽。此次就任，对于未来的工作计划是什么？怎样
才能创作出好作品？记者近日采访了邵丽。
郑州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秦华/文 李焱/图

邵丽，女，生于1965年11月，中
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现任河南
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作协主席。
创作小说散文诗歌200多万字。作
品发表于《人民文学》《当代》《十月》

《中国作家》等全国大型刊物，作品
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
华文摘》等选载，部分作品译介到国
外。曾获全国百家媒体“2003年度
中华文学人物”最具潜质的青年作
家称号，获2004《人民文学》年度中
篇小说奖，第十五、十六届百花奖中
篇小说奖、第十届“十月文学奖”中
篇小说奖等多项国家大型刊物奖。
中篇小说《明惠的圣诞》获第四届

“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我的生
活质量》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作为一名职业作家，邵丽曾获第
四届鲁迅文学奖、百花文学奖“中篇小
说奖”，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作
为一名管理者，邵丽此前担任河南省
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有8年时间，积累
了丰富的管理经验。此次高票当选省
作协主席，可谓实至名归。

“当选省作协主席很惶恐，感觉自
己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不过，大家的
认可和众多文学爱好者的支持也令我

很受鼓舞，信心十足。”邵丽说，在她之
前，于黑丁、张一弓、张其华（田中禾）、
张宇、李佩甫先后担任省作协主席，这
些前辈著作等身，她会向前几任主席
虚心学习，勇攀写作高峰。

“一个作家，最终还得靠作品说
话。”这是邵丽常说的一句话。这次
成为全省作家的领军人，邵丽很清
楚不仅要自己写得好，还要为大家
服务好、带领大家一起创作好作品。

作为一省作协的“掌门人”，邵丽
说，“文学豫军”在全国文坛排在前列，
整体创作水平是在提升，“然而，我们
也要看到，与其他文学大省相比，我们
还是有很多不足，尤其是在‘触电’方
面，我们在思想观念上还比较保守。”

邵丽表示，未来 5 年，她的主要
任务就是促老人，推新人，在宣传作
家、推介作家上多下功夫，持续打造
河南作家在全国的影响力，“我们要
不断完善人才激励机制，着力培养更多
有影响的文坛领军人物。同时，还将继

续做好各类文学奖项的评选、奖励工
作。此外，省作协还会加大对青年作家
的关注和培养力度，成立河南省网络作
家学会，对优秀网络文学作家进行扶
持。”邵丽透露说，目前河南作家的创作
劲头很足，近10部长篇小说正在创作中。

邵丽特别提到省委、省政府授予李
佩甫“河南省文学创作杰出贡献奖”并
颁发奖金50万元，“这种做法在全国各
兄弟省市中是十分罕见的，这不仅是对
河南文学创作的充分肯定，同时也对河
南作家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在邵丽看来，“能在多大程度上
真实地述说自己的生活，并反思其中
的变化，是检验一个作家是否真正成
熟的标志”。邵丽说，作家写作成功的
秘诀只有一个：深入生活。“曾有一个
时期，我一直尝试用各种文体写作，尝
试着离真实的生活远一点，更深地潜
下去，不暴露作者的面目和思想。但
我觉得我的尝试失败了，我是吃着现

实主义的面包长大的，而且甚爱这一
口儿。”邵丽说，作家不能闭门造车，
一定要多去基层体验，以她自己为
例，她前期的作品较为重视技巧，而
缺乏生活的厚度，2004 年开始，她去
基层挂职锻炼两年，收集了大量鲜
活、生动的素材，从此写出的作品开
始更接地气，“所以说，深入基层是一
个作家需要具备的最基本的本领”。

接下重担信心十足

向生活要创作素材

经过三次大会，河南省文联所属的12个协会近日已全部完成换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的领导班子。省文联下属各个协会作为全省文艺工作和各个艺
术门类的推动者、引领者，在中原崛起、河南振兴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新一届的领导班子对于协会未来的工作有何构想？怎样创作
出反映人民生活、紧跟时代脚步的优秀作品？郑州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近日一一采访了各个协会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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