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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刊登热线 ： 0371-56568143

荥阳市殡仪馆公告
荥阳市殡仪馆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在郑州晚报和荥阳市电视台发布搬迁

公告及电话通知后， 截至目前还有下列亡故人员骨灰没有亲属认领并配合转
迁：魏淑珍、张旭东、张金合、蒋彩丽、陈慧轩、王施仁、张梦娜、张建平、李莉、王
福录、邢小军、杨子钦、赵桂菊、史正有、党万明、王文谦、郑朝民、赵清芳、楚建
功、苗永青、禹国有、禹俊成、马东海、于得水、刘丰国、张斌、王大扬、杨训珍、丁
迎春、李银枝、薛艳荣、沈士良、王喜新、吴要红、田云平、贾汉启、胡风月、刘文
超、禹战伟、王守仁、张雪琴、郭会利、王洪生、安全中、随宝山、段格红、付玉超、
李华、黄新根、杨国水、宋江、崔可观、樊建民、曹淑芳。 现再次发布公告通知以
上亡故人员的亲属在 15 日内到荥阳市殡仪馆办理骨灰转迁手续，15 日后荥阳
市殡仪馆将自行转迁。

联系电话：0371-64613448���0371-85215199
��������新馆地址：荥阳市城关乡石板沟村党群服务中心南 200 米

荥阳市殡仪馆
2020年 12 月 2 日

郑州冬日“豫见霜花”
青年画家吴霜
绘画作品展出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崔迎）冬
日里，郑州的艺术世界依然繁花似锦。
12月1日，由郑州市文联主办、南京市青
年美术家协会协办的“豫见霜花——吴
霜绘画作品展”在郑州普罗理想国文化
艺术中心开幕。展览共展出青年画家
吴霜近年来创作的绘画作品30幅，为冬
日的观众带来一场传递温暖和自然美
的展览。

青年画家吴霜，1988年出生于艺
术世家。曾求学于澳门理工学院，2011
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书法
系。现为南京市青年美术家协会理事、
北京海淀区书法家协会会员。近年来，
吴霜在中国青年艺术家群体中崭露头
角，相继于南京、澳门举办《霜花飞翊》
个人艺术展，她探索以彩墨的不同表现
技法描绘花，令人耳目一新，显现出鲜
明的个性特征和风格倾向。

本次展览中，吴霜在原先“彩墨”
画法的基础上，探索和尝试将传统中
国画的墨色运用到“花”主题的创作
中，用灵动的线条、缤纷色彩表现大自
然的无比微妙与意境。展出作品既有
她创作的梦幻浪漫的《花鸟》系列，又
有灿烂斑驳的《霜花》系列，陈列在普
罗理想国文化艺术中心的展览空间，
与之相伴的还有吴为山创作的《睡童》
《远古笛声》《唐韵》《春风》等一批表达
人间温情的系列雕塑作品，可谓相得
益彰，让更多的人领略“写意”在不同
艺术形式中绽放的生命色彩。

作为国际著名雕塑家吴为山的
女儿，吴霜的绘画作品是继“丹心铸
魂——吴为山雕塑艺术走进河南”之
后在普罗理想国社区举办的展览，与
她父亲的 160件雕塑作品同时展出，
蔚为壮观。“我高兴地听到她说要把她
的画和我的作品一起展出。我的作品
是立体的，是雕塑，绝大部分是青铜铸
造，也有石雕。在展览空间，墙是空着
的，很显然，她要用她的画来填补这些
雕塑照顾不到的墙壁空白，她要用她的
五彩缤纷，充满浪漫想象的、炙热如火
的、散发着年轻人勃勃朝气和希望的色
彩来装点这氛围。她对自己是蛮有信
心的，还正在创作百米长的百花图卷，
以一种遥想、随想、畅想的方式，进行她
美的旅程……”吴为山说。

据悉，“豫见霜花——吴霜绘画作
品展”将持续至 2021年 1月 18日，免
费对公众开放。

与古为徒
从生活中寻找视觉的韵律感

除了学习西方巴洛克艺术、现代主义以
及当代绘画的作品，长久以来，曹新林还持续
不断地挖掘着一个更大的宝藏——书法。其
对书法的研习与实践的成果，甚至让书界方
家也不由地惊叹。王澄更是赞其书法“涉猎
广、功夫实在、具相当规模”。

“其《心经》根脉显见于王之《圣教》，赵、
董诸家亦见端倪，俨然正宗帖派，而其原本的
魏碑以及碑体行草了无痕迹……驾驭笔墨有
此把控能力着实令我惊叹！整幅界格而书，
却是真、行、草相机而出、浑然一体！正是其
强调发乎自然、气韵生动之写照。”王澄在《肇
于自然——访曹新林先生》中如是评价。

“我书法的童子功可以忽略不计，对书法
的热爱源于进入书画院之后。一旦钻进去，
就身不由己了。”曹新林认为，要成为艺术家
一是要有天分，二是要痴迷，痴迷意味着不是
为了追求什么而去学习、创作，而是内心有一
种按捺不住的冲动，让你不由自主地去做。

“书法的实践与书论的补习，让我感悟良
多。”曹新林说，“用今天的话语说是，书法源
于生活，生活中的各种阴阳元素经过人们编
制酿造，形成书法的韵律，产生艺术的审美。”
曹新林感慨地说，“中国书法除了没有涉及色
彩问题之外，涵盖了人类全部的审美内容，甚
至比西方人更加深刻和精微。”

曹新林曾撰文《与古为徒》《绘事后素》，他
说这两篇文章可谓是他艺术生涯中最深切的
体悟。总结一个字就是“人”，两个字就是“韵
律”。是人就有情感，发乎自然，感应自然，才
最动人。

曹新林说，古人对艺术与自然之关系和
对艺术本质的理解和感悟远远高于今天的我
们。曹新林真切希望，有朝一日，人们能够敏
锐地看到中国人的艺术灵性与极致，不仅仅只
有古老的书法，还有当今“与古为徒”经历了中
国文化洗礼的油画家创作的油画作品。

俯仰古今中外 共鸣心之韵律

岁月如歌：且听曹新林“未完待叙”
由河南省文联、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岁月如歌·河南省老艺术家

美术作品展”第四场“曹新林油画作品展”今日在省文联美术馆开幕，向社会
公众免费开放。展览将展出油画艺术家曹新林近5年来创作的精品力作
140幅左右。这些画作，无论写实或是表现，无论人物或是风景，甚或静物，
都能让观者强烈地感受到画面深处涌动着的心律。

每五年一次个展，是曹新林退休后和自己的一个小小约定。而此次河
南省老艺术家美术作品展无疑还有着另一层含义。曹新林是湖南长沙人，
自1964年毕业来到河南，扎根于此的他早已“中原化”，他怀着“此心安处
是吾乡”的自在与淡然，躬耕杏坛，培育了诸多人才。任职省书画院、美协期
间，他更是怀揣对艺术的拳拳之心无私扶扬后生、提携新人，为河南美术事
业真诚奉献。

近日，记者专访曹新林先生，了解其创作状态与心得，畅谈艺术修习与审
美培养，讨论油画本土化、现代化等话题。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

曹新林在长期的创作生涯中着力
刻画豫北农民的形象，描绘了很多农民
的肖像和当代农村生活。在新近出版
的《岁月如歌 河南省老艺术家美术作
品展 曹新林油画作品集》一书中，他忆
童年、忆成长，以及自己如何成为一个
地地道道的中原青年农民的往事。

几十年扎根在中原沃土，坚持为农
民写照、为农民画像，曹新林在农民身
上找到了最朴素的品质，也用自己真诚
的心灵去感受所画的对象，从而塑造出
一个个有个性、有灵魂、有情感的农民
形象。他很深切地感受今天农村发生
的变化，农民生活发生的变迁，因此，除
了以农民为主体的经典肖像，他也采用
主题性的绘画形式来表现农民的群体。

2014年5月，“情凝厚土——曹新林
油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反响热烈。
该展览由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
家协会主席、著名美术评论家（时任中国

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范
迪安先生担任策展人。范迪安不仅出任
大型画册《曹新林》的主编，还以“守护
者的耕耘”命题为画册和展览作序。

“一是农民守护与建设新农村的这
个家园，二是守护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
文化家园。”曹新林认为范先生总结的
“守护精神”和“家园情结”，确实是对其
毕生创作轨迹的客观表述。

“我出生在湖南农村，祖祖辈辈都
是农民，童年的农耕生活几乎决定了我
一生的艺术创作道路。祖父厚实的背
影，父亲粗壮的手指与泥腿至今都会在
我的创作中隐隐地显现，即使在今天，
我的妹妹及许多亲戚的家依旧在农
村。每年我返家探亲与家人团聚岂止
是一般意义上的‘深入生活’，新农村、
城镇化过程中的故事在家人与亲戚中
间不断发生和演变，这种血脉亲情的心
理感受是后天培养不出来的。”

1984年第六届全国美展上，曹新林
创作的油画作品《粉笔生涯》获银质奖，
与金质奖只有一票之差。该作品采用
三合板做成的真黑板入画，在当时可谓
创新性的突破。

“那时的郑州青少年宫，如同一个
文化艺术交流的汇集处，一届又一届学
生考去了全国各地的美院，他们源源不
断地把新鲜的、含有不同营养的思想观
念带回来，我喜欢这样的互动和教学相
长，直到今天，我一直都保持着和年轻
人深度交流、沟通的渴望。”

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央美
术学院原院长靳尚谊曾评价说，曹新
林在油画发展上很好地坚持了现实主
义的本质精神，同时宽阔地吸收不同
的艺术风格，把各种营养融化成自己的
表现力。

曹新林有不少作品是学习欧洲现
代主义流派，甚至后现代主义手法与观
念的实验性作品。其中，除了学习古典
写实主义及学习罗马尼亚巴巴的作品
外，还有学习莫迪里阿尼的、德国表现
主义的，以及巴塞利兹、拉尔斯·埃林、
里希特、莫兰迪等一些画家的手法。

曹新林坦言，自 20世纪 80年代至
今，他一直敞开胸怀，真诚地去聆听一
切与艺术相关的事物，他好奇于现代主
义如野兽派主观浓烈的色彩，也深入探
究莫迪里阿尼对形体的整合与凝练的

本领，还试图用德国当代画家巴塞利兹
的率性与生猛攻克自己笔力柔弱的顽
疾。回过头看，这正是身为艺术家必须
要有的文化积淀和历练。

“当我在大量的人体练习中寻找非
照片式写实方法、非三度空间的平面意
识时，曾遭遇到许多非议：没有自己的
语言、风格、图式、游牧心态、没主心骨
等，当时我也曾晕头转向，失落得无地
自容。然而，时间长久之后，把过去这
些目标转化为一生绘画实践长河中的
过程时，这种看似没有主张的学习、临
摹和试验又成为一个艺术家上下求索、
摸石过河的勇气与毅力的表现，又成为
一个艺术家成长过程中的必要、有效甚
至是成功的历练与文化积淀。定神回
望这些历练与积淀也的的确确融入了
我的那些农村题材或重大主题的现实
主义创作之中，如《抬头望柳》《寒露》
《百团大战—彭德怀》。”

关于本土化、现代化油画的课题业
内一直都在思考，油画家们也在各自的
层面上努力实践着。油画家是否可以
从现代主义思维模式中解脱出来，是
否可以从中国美术史中寻找更符合中
国人的思维方式?曹新林改变老套的
写实主义方法，摆脱苏式油画的习俗，
用自己独有的写实主义油画进行了探
索和诠释，使现实主义的创作更加鲜
活与生动。

情凝厚土 守护家园成毕生创作主线

艰辛历练 古今中外皆入心“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