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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第三届
黄河文化论坛落幕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
10月21日至22日，中华文化·第三届黄河
文化论坛在河南郑州举行。

本次论坛由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南
省宋庆龄基金会、河南省中华文化促进
会、河南省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黄河文
化研究会和作文指导报社主办。论坛
上，与会专家学者从考古发掘实证、挖掘
黄河文化时代价值、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推动黄河流域文旅融合、打造黄河文化
品牌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为推动黄
河文化遗产保护，黄河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彰显新时代黄河文化魅力
提出了不少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大会一致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
新认识黄河文化的内涵，就要紧紧围绕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需要，对黄河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时代价
值，站在历史的新起点、新高度进行新的
概括和提炼，从而提出新的理解、新的认
识、新的理论，让黄河文化不断与时俱
进，永葆旺盛生命力。努力推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
在沿黄省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这个时代是一个提倡创新的时代，创
新是这个时代的生命动力，但是李刚田
说：“我不喜欢把创新两个字挂在嘴边，并
不是不需要创新，但是对书法来说，它是
一个相对封闭的艺术。没有前提的创新，
千奇百怪的书法形态都会出来，就会远离
中国人的审美，远离中华美学精神。”所
以，创新需要在植根传统基础上，是一种
不自觉的、水到渠成的创新。

李刚田以当今篆刻为例说，篆刻要在
形式上有新变，要符合这个时代的审美，从

实用物制作到艺术创作，从文人的书斋里
走向社会公众，形式上必然要有变化。但
是，有变化并非是将原来的东西全盘否定，
篆刻亦有它不能变的东西，就是其独特的
美学精神，这是延续下来的传统，植根传统
又直面当代，不能割断历史而另起炉灶。

“我们不能把篆刻变成绘画、变成工
艺，但我们可以吸收美术的东西，借工艺
技巧作为支撑。但是最终刻出来的作品
要有印的味道，要有篆刻特殊的审美感
觉、有‘印味儿’。”李刚田说。

“六十初度更从容，白发顽童谁笑翁？
有子有孙三代乐，无官无产一身轻。几番风
雨仍顽健，一片冰心鉴浊清……”这是李刚田
《六十自寿》中对自己心情和状态的描述。

如今，10多年过去了，他依旧写字、刻
印、读书，“我已经步入75岁了，对75岁的
老人来说，没有什么自强不息，也没有所
谓的工作规划，就是干自己愉快的事情，
顺应自然，顺应客观世界，正如展览定位
‘闲庭信步’，是现实生活的态度，又是理
想的一种境界。”

精心创作60余件书法篆刻作品回馈家乡

李刚田：自然本真是为艺做人的根本
10月25日，“闲庭信步——李刚田书法展”将在郑

州美术馆新馆开展。
李刚田是当代具有代表性的书法篆刻家之一。半

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涯，铸就他圆融敦厚，温文沉着的为
人、为艺之风。其书印创作刀笔结合，刚健雄浑，质朴厚
重；其文论长于辨析，独出机杼，不落窠臼；其砥砺德行，
注重公益，讲学授艺，任劳任怨，不辞劳苦。2015年，
他在获得中囯书法兰亭奖艺术奖时，中国书法家协会在
颁奖词中以“当代书坛德艺双馨的楷模”评价他。

此次展览的作品均为李刚田创作成熟与稳定时期
的精品力作，书体多样，形式丰富，共60余件，是其回馈
家乡的慷慨捐赠和美好祝愿。展览以“闲庭信步”为主
题，充分体现了李刚田优游于艺境的自信，同时更体现
的是其淡然之心。

近日，记者专访李刚田先生，了解其沉潜翰墨、孜孜
以求的创作状态与心得，畅谈当代创作思潮、展望书法
篆刻发展。 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

搞艺术的人大凡有两种类型，一种是
思想跳跃，不断与时俱进，不断提出新的
口号，不断在创作上求新变，不断展示出
新招数而引人注目，这当然需要才华出
众，胆量出众；另一种类型是“不思新变”，
又不愿行走江湖，顺着自己的习惯性发
展，就在自己的脚下挖一口深井，随着时
光的延伸，越来越单纯又越来越深刻。

李刚田把搞艺术的人大体分成上面
两类，并坦言自己是后者。“执着、顽固、少

灵巧，俗称一根筋，是愿带着花岗岩脑袋
见上帝的、无才华又不思新变的慵懒者。”

李刚田生活很规律，晚上 9点前入
睡，早上 4点起床。著书、临池、刻印，参
加专业活动，给学生上课，日复一日，单纯
而又充实，好不忙活。弄翰雕虫的投入，
思上云霄的自在，妙墨忽成的喜悦，分享
畅谈的快意，他沉浸其中，似不知疲倦。

对于这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李刚
田，有人说他像老农民一样——很老实，

且没才气。李刚田并不在意，说“没有才
气”也是一种境界，这样会比较纯粹。

自童蒙时期描红开始，李刚田习书至
今已经超过一个花甲的年岁。种“书法之
田”的李刚田，多年坚持砚田躬耕并不是意
志力在起作用，或者是刻意克制自己，而是
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我很幸运，自己的
爱好和社会事业是一体的。书法使我感到
愉快，书法篆刻的世界是一个五光十色的
世界，我在享受‘辛苦’，享受人生！”

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执着到顽固单纯至深刻

年轻时，李刚田也曾有过“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的傲气，恃才傲物，目空一切，想
要超越古人。后来对书法了解越多，他才越
知道难点在哪，越知道天高地厚，到老了反
而发觉自己还很浅薄。李刚田在书法道路
上有一个参照系，一个以古人为参照的视
角。“前贤是值得敬畏的，当面对古人所创
下的一座座高山，你才会有自己的动力，而
感到自己需要不断进步。”

李刚田认为，传统文人有两种内涵：
一是指其学识胸怀，要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要学而思、思而学；二是指其风骨情

操，这一点最重要，也是当下书法界失落
最多、亟待唤回的一种传统文化精神。

李刚田说，书法的展览时代已经到
来，不可能再回到追求林下风味的东晋
文人时代及颜柳欧赵的范式中，书法艺
术的视觉属性已经彰显。站在展览时代
的立场对艺术新形式的探索，是对历史
遗存的主动把握，把旧有样式赋予时代
的生命力。

当下展览在以王羲之为代表的帖派创
作中，有许多优秀作品，在追求晋人内在精
神的同时，在形式表现上突破前人的模式，

创作中注重内涵深厚又具有形式感染力，
适应展览形式而变，顺应个人审美而变，适
时新变。但也有很多作品为求在众多展览
作品中突显，向极度精工与极度写意两个
极端发展，追求另类效果哗众取宠。“如果
形式的变化不是顺时而变、自然而变，名
为师法王羲之，实是背离了自然本真的
‘兰亭精神’。”李刚田表示。

李刚田认为，应在顺应自然中渐渐成
熟与完善，才能造就独立的风格。“一切要以
自然本真为上，自然本真是为艺做人的根
本，是中华美学、哲学乃至做人的最高境界。”

效法古人先贤，心正意诚以自然本真为上

李刚田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中
文核心期刊《中国书法》主编，对于办好刊
物他有着自己的理念，认为刊物的定位并
不是主编的主观设计，而是主编对客观的
正确认识与主动把握，是因势利导而不应
是想当然的闭门造车，是冷静地分析刊物
自身特点与生存环境后的选择。

刊物要认真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

要唱响时代的主旋律，要体现正大气象，
要奏出黄钟大吕之声，要走厚重、饱满、
包容、经典的办刊路子，要站在学术高端
与创作前沿，通过专业的权威性来赢得
读者、占领市场。刊物不必刻意去设计
一种所谓的个性或刻意去追求所谓的时
尚，应用心把《中国书法》锻造成一个精
品刊物，这种无意于个性，正是其个性所

在。用服装来做比喻，《中国书法》应是
各种服装中的“正装”，而不是各种五颜
六色、五花八门的奇装异服，不用奇和怪
去吸引读者眼球，当然“正装”也有许多
变化，也要充满活力，也不可刻板如泥
塑，但正大气象应是其特点，在各种刊物
不断求新求变的时尚中，把握正大气象
尤为难能可贵。

唱响时代主旋律，体现正大气象

请观众免费观赏街舞大赛
第八届WDG中国（郑州）
国际街舞大赛明日启幕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陈凯）
已经成功举办七届的“美丽郑州·炫舞
世界”WDG中国（郑州）国际街舞大赛，
24日至 26日将在河南省体育馆展开第
八届赛事总决赛的争夺。届时，来自全
国各地的 1500名街舞达人将会聚美丽
郑州，一较高下“炫舞世界”。值得一提
的是，广大街舞爱好者比赛期间可前往
省体育馆免费观看比赛。由于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的需要，比赛将限制观众数
量为 1000人，因此，想要观赛的街舞爱
好者需抓紧时间到场。这是记者从昨
日在郑州召开的本届国际街舞大赛赛
前新闻发布会上获得的消息。

WDG第八届中国（郑州）国际街舞
大赛，由CHUC全国街舞联盟指导，河南
省文化和旅游厅、郑州市委宣传部、郑
州市金水区人民政府主办，郑州市金水
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承办，河南省舞蹈家
协会、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郑州
市金水区委宣传部、郑州市金水区文化
旅游体育局支持。为统筹抓好赛事活
动组织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今年
的第八届赛事采取线上选拔和线下竞
赛相结合的方式，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举
办，控制现场参赛人员及观众人数。今
年在国内开设了广东、陕西、浙江、贵
州、河南、吉林、北京、云南、山东、安徽、
江西11个分赛区，截止到10月18日，本
届大赛分赛区的比赛已经全部圆满收
官。分赛区产生的各单项冠军直接晋
级郑州总决赛，总决赛期间不接受现场
报名和进行海选，预计参赛人数为1500
人，比赛还将进行现场直播。

本届街舞大赛总决赛期间，颁奖典
礼、街舞委员会年会、HIPHOP文化产业博
览会、街舞文化产业发展高峰论坛等一系
列以街舞文化为核心的项目将持续进行。

一以贯之地坚持独立审美追求

■名家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