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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参观摄影展

“黄帝故里”展厅内，以黄
帝文化为主题的作品琳琅满
目。摄影师白良也特别关注
黄帝文化的传播，他拍摄了不
少海外华人回家拜祖的场景，
记录了他们感受家的氛围和
黄帝文化传承的瞬间。

“去年除夕，新郑炎黄广
场上洋溢着节日的喜悦。市
民欢聚一堂，庆祝这个传统
的中国新年。当无人机缓缓
升起，我意外地捕捉到了这
一幕，于是有了《炎黄广场盛
世烟花》。”白良说，炎黄塑像
在色彩斑斓的烟花围绕下，
画面感强烈，市民参与文化活
动的和谐氛围显得尤为突出，
让人感受到一种特别的和谐
与喜庆。

白良提到，在端午、七夕
以及中秋等传统佳节，他总是
会外出拍摄，沉浸于那浓厚的
节日氛围之中，记录烟火气
息。“我对摄影的热爱已持续
10余年，见证了郑州的快速发
展。尽管城市的面貌日新月
异，文化传承却从未间断。”

随着时代的进步，民众对
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越来
越高，而郑州丰富的文化活动
和公共文化空间，让这些需求
得到满足——

看！2024年 1月 1日，身
着古装的年轻人在文庙跨年
文化活动结束后，悠悠踱步，
古韵十足。

看！2023 年 12 月，郑州
商都遗址公园正在举办“巍巍
亳都 熠熠新年”跨年文化活
动，这片沉淀了 3600 年商都
历史与文化的古老土地，与现
代城市生活相融。

看！郑州黄河文化公园
央视春晚分会场，以炎黄二帝
巨塑实景为舞台背景，演绎了

一场令人瞩目的文艺盛典，
生动诠释了黄河文化的深厚
内涵……

精彩定格的，不仅是摄影
师眼中的美景，更是郑州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的
真实写照。

“功夫郑州”展厅内，功夫
精神无处不在，从少林功夫的
传承、城市文化地标的发展、传
统与现代的融合、教育与科技
的创新，到交通网络的扩展和
国际交流的加深，作品展现了
郑州的多面形象。此外，郑州
的教育、科技创新、体育活动和
乡村振兴等方面也有展现，体
现了城市全面发展的态势。

“在郑州生活多年，我们
或许对这座城市的日新月异
已经习以为常。然而，当一张
张照片摆在眼前，那些熟悉的
街景、建筑和人文故事，却以
一种全新的视角和冲击力，让
我们重新审视这座城市。”市
民袁晓艳在参观了郑州的摄
影展后，表达了她深刻的观感
和对照片的强烈印象——《郑
州之眼》让她感受到了郑州作
为现代化都市的磅礴气势。
这幅作品不仅捕捉了城市的
繁华，也让人意识到，尽管我
们每天穿梭于这座城市，却往
往忽略了它真正的壮丽。

袁晓艳还强调了摄影展
的教育价值。“中欧班列、高铁
站和保税仓等既遥远又贴近
生活的地方，直观地展现在眼
前，让孩子们能够更全面地了
解郑州，认识到这座城市在全
球化背景下的发展和地位，同
时也能受到精神上的鼓舞。
我会把这次摄影展推荐给更
多的朋友。”
记者 苏瑜/文
周甬 李新华/图

来一场光影之旅 赏一城古今风华
“天地之中、黄帝故里、功夫郑州”主题摄影展持续至4月8日

昨日，“天地之中、黄帝故里、功夫郑
州”主题摄影展在郑州市西流湖公园晴
云阁开幕。作为郑州市春节期间重点文
化活动之一，本次展览精选主题鲜明、视
角独特的摄影作品80余件，生动勾勒出
郑州的历史文化和现代风貌，为乙巳新
春增添别样的韵味与活力。

2025年是春节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第一年。本次展览
旨在丰富市民群众春节期间的精神文化
生活，共同见证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崭新
图景，探寻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丰硕成
果。选择集“生态文明建设、休闲游憩体
验、历史文化传承于一体”的城市生态公
园——西流湖公园作为举办地，不仅彰
显了郑州市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
视，也体现了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理
念相结合的创新精神。

据悉，展期将持续至4月8日，历时
两个多月，免费对公众开放。

本次展览经过精心策划、
编排布局和策展设计，适应晴
云阁一层的空间布局，共分为

“天地之中”“黄帝故里”“功夫
郑州”三大板块。

其中，“天地之中”板块围
绕“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记
录了“嵩山秀色藏古韵，少林
禅光映灵辉”的世界文化遗产
风姿；“黄帝故里”板块描述了
中华儿女寻根拜祖、赓续血脉
文明、传承文脉的时光印记；

“功夫郑州”板块以功夫精神
为光影叙事主线，围绕“年轻
郑、文化郑、国际郑、科技郑、
服务郑”展现工业发展的强劲
脉动、陆空枢纽的四海通达，
彰显活力郑州新风貌……摄
影展通过摄影家的视角，带领
观众走进影像中的郑州，感受
这座城市的独特韵味与多元
风格。

本次展览作品部分来源
于参加第 15 届中国摄影节

的 郑 州 作 品 ，部 分 精 选 自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黄
帝约我拍郑州”“我眼中的
大美中原”等摄影活动，汇
聚 诸 多 名 家 大 咖作品。其
中，既有中国摄影家协会副
主席、河南省摄影家协会主
席刘鲁豫的力作，也有中国
摄影金像奖和中国摄影“金镜
头”奖获得者兰红光、王颂、
李英杰、河宁、李铁强等名家
大咖的优秀作品。

在中原大地的心脏地带，
嵩山以其巍峨的身姿和深厚
的文化底蕴，成为历史与自然
的完美结合。摄影师们用镜
头捕捉了这片古老土地上的
瞬间之美，为我们呈现了一个
个动人心魄的故事。

走进展厅，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刘鲁豫的巨幅作品《太室
雪霁》，其以宏大的视角和细
腻的质感，展现了嵩山在不同
天气条件下的壮丽景象。

雪后的太室山，如同一幅
静谧的水墨画，而金霞晖照下
的三皇寨，仿佛悬挂在空中，令
人叹为观止。《太室雪霁》与《悬
挂在空中的古寺》这两幅作品
是“大相中原”系列中的佳作，
生动地描绘出了嵩山那令人叹
为观止的自然之美，也深刻地
体现了这片土地上所承载的悠
久历史和厚重的文化底蕴。

谈及拍摄背景，刘鲁豫说，
嵩山一直是摄影家青睐的创作
题材，尤其是在冬天，其肃穆冷
峻的气质更加突出，能够展现万
千气象。从文化的角度看，太室
山承载了华夏文明的丰富内涵，
记录了众多文人墨客的字迹和
墨宝，以及记录了美丽的诗篇；

从历史角度看，太室山见证了
中国文明的兴衰与更迭，经历
了古代帝王的祭祀。太室山
不仅是中华五岳中岳嵩山的
重要组成部分，还是世界地质
公园，具有重要的地质价值。

“郑州，确实拥有众多值
得摄影家发现、挖掘并展示的
厚重文化遗迹，为摄影家提供
了极为丰富的创作素材。”刘
鲁豫说，摄影家的视角与常人
不同，他们考虑角度、光线、构
成等元素，通过摄影家的视
角，可以让市民和游客对嵩山
和郑州有更深刻的印象。

新华社高级记者、河南省
艺术摄影学会主席王颂的作
品《游客》正是从细节处着眼，
记录了游客在嵩山少林寺内
的《混元三教九流图赞》碑前
的拍摄。

“这个碑是重要文物，是嵩
山历史文化的独特见证。手机
代表了时尚，我通过抓拍游客
的拍摄举动，体现人们对嵩山
历史文化的喜爱，表达在新旧
对照中，时尚与历史的共存主
题。”王颂说，这张照片构图并
不完美，甚至有些杂乱，但正是
这种不完整，赋予了照片一种

独特的纵深感和空间感，传达
出强烈的情感和历史背景。

王颂认为，摄影语言的魅
力在于它能够让人记住历
史。要想拍摄出能够反映社
会变革和时代发展的作品，应
该注重温度和情感，而不仅仅
是角度和美感。“旧的在新的
中，时尚在历史中，希望更多
影友用摄影语言阅读郑州。”

漫步展厅，康吉祥的《晨
晖》让我们看到了嵩岳寺塔的
雄伟与历史的沉淀。这座
中国现存最早的砖塔，不仅是
中国古塔的孤例，也是世界建
筑史上的珍宝。

付锐的《华丽之上》和《少
林寺塔林》则从古老的历史建
筑到现代的新地标，展现了城
市在传承中发展的历程。千
玺广场的设计灵感源自嵩岳
寺塔，而少林寺塔林的局部特
写，则凸显了古建筑与环境融
合之美。

还有刘客白的《嵩山长
卷》、李 英 杰 的《天 然 太 极
图》……每一幅作品都是对历
史的致敬，让我们在凝望中聆
听华夏根脉与文明传承的千
年回响。

千年文脉与现代风华的璀璨交汇三大板块全面展示郑州风貌

用摄影语言阅读郑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