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不懂茶道，但照样可以喝茶；我不懂

画画，但照样可以欣赏画；我更不懂风景画

大师“柯罗”，但并不妨碍我去品味他画中

那种松动而富有韵致、虚实相生而见妙理、

梦幻与现实相间的独特诗意。

带给我这种感受的，是河南大学艺术学硕

士，汝州书画院院长武根柱先生，和他由河南

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一部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艺术学专著———《新柯罗主义绘画艺术》。

他这部集三十年艺术精神之华彩，艺

术人生开朗澄明的艺术专著，展示着一种

以人民为本的新时代艺术思想创新历程，

解析了一种二十一世纪先锋艺术新风范

例，阐释了一种独创绘画艺术的前世今生。

像法国写实主义风景画大师让·巴蒂

斯特·卡米耶·柯罗一样，武根柱安贫乐

道，乐观豁达，不倦地全力投入创作。他

的画风贴近自然而不抄袭自然。他的画笔

下是那朦朦胧胧的暮色与晨雾，那茂密的

森林、那明洁的湖水、那珍珠般银灰色的

天空……

对武根柱而言，重要的并不是持有化

为抽象的“柯罗”，而是其何以化为武根柱

艺术之路上的一个核心坐标，即如何从抽

象的概念化为开放的活化石？正如本书所

描绘的他的从艺历程那样，随林中路而蜿

蜒求索，在经历过诸多路径的尝试之后，最

终找到了一个可以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仍

旧不为过时的命题———按照武根柱的理论

梳理：“把诗的意境和情感融入自然造就了

柯罗式的独特”。

武根柱的风景画，在色彩运用方面，用

得最多的是银灰色和褐色调子，因这类色

彩具有宁静感，能使灿烂的阳光或弥漫的

晨雾展现得更富诗意。热爱自然是画风景

的首要条件，武根柱就十分热爱大自然，他

引用柯罗的话说：“艺术就是，当你画风景

时，要先找到形，然后找到色，使色度之间

很好地联系起来，这就叫作色彩。这也就是

现实。但这一切要服从于你的感情。”

这简短的话语，既是柯罗风景画的全

部秘密，也是武根柱风景画的真谛所在。

同时，武根柱又在柯罗风格的西洋风

景画里，巧妙地加入了东方元素，加入了淡

淡的、若有若无的禅意，能让人宁心静气、

从容淡定。

他用“记忆”的方式，唤起人们心底那

向往的、经过思绪美化的无纤尘的“世外桃

源”，将我们带离那喧嚣的现实。那种风格

是温和宁静明媚的，仿佛置身于依山傍水

的土地上，过着与世无争、黄发垂髻并怡然

自乐的生活。

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锁住情怀的最

好方式莫过于依附某个历史的幽灵，以此

来编制一个信赖的、随时复活的现实。其

方式的有效性毋庸赘述了，简而言之，其

价值在于在试图摆脱说教，形式依附之后

重新开发关于艺术何为艺术的古老命题。

或许我们当代人的经验早已对武根柱所

勾勒的知识系统而感到过时或者迟钝，但

问题是，令人新鲜的经验又能否经得起检

验呢？

武根柱认为，大自然应是人类心灵的

归宿。于自然中，人们卸下负担、忧虑，解开

面具、假想，欢乐地手牵手、笑相迎，没有居

心，没有功利，于大自然中荡涤身心，回归

自然。

在他的画中、在他的理论中，这个说法

得到验证。

也许，正因为追求这种风格困难重重，

才显得出诸如武根柱方式之珍贵；正因为

它显得珍贵，此种方式才会被人认为是荒

谬；也正因为看起来荒谬，才维持着这份古

老的珍贵。

我不懂画画，但不妨碍我欣赏；我不懂

茶道，但我照样可以品茗；就像武根柱先生

的这本《新柯罗主义绘画艺术》专著，我不

太懂，但却不妨碍我从中发现美好、认识美

好、追寻美好。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2019年 6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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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范卫明 牛
亚楠） 5月30日，平顶山外国语学校举办的2019年校园摄影网络

大赛决赛在师生们的共同见证下圆满落下帷幕。通过此次活动，该

校广大师生用自己的作品讲好了校园故事，展示了生活风采，感受

了时代新风在校园里的蔚然成形。

此次大赛以“最美校园”为主题，为期两周，旨在丰富校园文化

生活，展现学生蓬勃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提高广大学生的

审美情趣和文明素养，营造良好育人环境，创建文明和谐校园。大

赛初期，在班主任的组织下，各班级首先利用手机美篇APP进行网

络投票，评选出优秀摄影作品74幅进入决赛，其中校园风光类38

幅，校园活动类36幅。在决赛中，工作人员通过手机投屏软件将参

赛作品在大屏幕上逐一展示，利用UMU平台进行了现场投票。投

票结束后，又邀请评委对参赛作品做了点评，并根据平时的摄影心

得做了经验分享。

经过师生们的认真推选，共评选出获奖作品44幅，其中一（2）

班等4个班级获得了校园风光类作品一等奖；二（11）班等4个班级

获得了校园活动类作品一等奖。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梁杨子 通讯员 张宏哲）

近期，市委党校组织了为期三周的教师新课试讲活动，共有15名教

师在试讲课堂上亮相，校领导班子及全体教师全程参与讲课、听

课、评课。

本次试讲活动的主题是“用学术讲政治”，明确规定试讲教师

要按照用学术讲政治的要求，对自己承担的教学讲题进行重新思

考、重新备课、重新打造，进一步提高教学水平。参与试讲的教师

分别就新教学专题的选题意义、选题内容、总体思路、基本框架、

重点亮点、授课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展示。试讲专题有《诚信价值与

社会诚信体系构建》、《认真学习党章，做合格党员》、《学习<习近

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等。

“新课试讲是市委党校一直坚持的教学促进方法。通过这次

试讲活动，提高了党校教师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激发了积极

学习、自我加压的工作热情，对强化教师的教学质量意识，提高教

师的教学能力，提高党校整体教学质量和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整

体水平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市委党校党总支书记、常务副校

长李秋生说。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韩恒超） 5月31日，洗耳派出

所辅警闵世伦作为市第二初级中学的法制辅导员为学生们上了一

堂生动的法制安全教育课。

课堂上，闵世伦采取法律知识与典型案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讲解和传授，让学生了解最基本的法律常识，并结合民警在工作中

遇到的青少年违法犯罪实际案例，深入浅出地分析了青少年违法

犯罪的原因，鼓励青少年从小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从小事做

起，规避不良的言行举止。期间，民警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与青少年学生相关的法律法

规进行讲解。

此次法制宣传活动旨在引导学生努力学习、遵纪守法、谨慎交

友，增强辨别是非和自我保护能力，同时做法律的学习者、宣传者。

活动受到学校广大师生一致好评。

“这次我能拿到《中国好声音》汝州赛

区的总冠军确实是太幸运了！”5月28日下

午，面对记者的采访，谈及已收官月余的

《中国好声音》汝州赛区的比赛，26岁的张

纪元谦逊地说。

张纪元，1993年出生在我市钟楼街道东

关社区一个艺术氛围浓厚的职工家庭，2017

年在郑州大学毕业后，在家人开办的汝州市

來青苑学校帮忙。受父母影响，他自小喜爱

唱歌，并在今年4月20日，一举获得由市委宣

传部、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启德华府杯《中

国好声音》汝州赛区的总冠军。谈及夺冠历

程，张纪元不断表示是幸运让他走到今天这

一步。

启德华府杯《中国好声音》汝州赛区

自今年1月30日开始接受报名，彼时张纪元

正在北京，没打算参赛的他却接到了同学

的电话，原来同学替他报了名，希望两个

人能结伴参赛，彼此鼓励，取得好成绩。

抱着陪同学的心态，从北京回来后的

张纪元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依然跟着家

人东奔西走，忙碌学校的事务。临近比赛

时，同学却因有事意外退赛，而又随家人

来到南京的张纪元也因事情多，几次想要

退赛。所幸，第一场淘汰赛定在了3月15

日，张纪元刚好忙完南京的事情，因此得

以顺利参加。

淘汰赛张纪元选的是杨宗纬的《矜

持》，比赛前他将自己关在家中，一遍又一

遍地练歌，直到自己满意。但在距离比赛

只有1个小时的时候，大赛组织方通知他，

这首歌的伴奏有点问题，如果解决不了的

话，建议他用备选歌上场。

不甘心放弃自己练了多日的主打歌，

张纪元在又一次试唱之后，抱着孤注一掷

的心态，在伴奏有问题的情况下登台演

唱。这场比赛实行2进1的赛制，在忐忑不

安中，张纪元以特有的嗓音成功吸引了在

场评委的关注，最终成功晋级。

因不是专业歌手，张纪元平时并不太

重视嗓子的保护，半决赛开赛前一晚，张

纪元的嗓子出现沙哑等问题。在半决赛当

天早上，他甚至一度连话也说不出来。在

紧急求助医生并大量饮水后，张纪元终于

可以发出声音，并在专业声乐老师宋雷雷

的指导下，降调演唱，从而更好地展现低

沉、宽厚的嗓音特色。

“半决赛我的出场顺序排得比较靠

后，很幸运地让我有了更多的休息机会和

从容的表现机会，所以最后才能顺利晋

级。”张纪元略显不好意思地说。

记者采访时，宋雷雷更是毫不吝啬地

称赞张纪元：“他的音色非常棒，台风也很

有范儿，给人的感觉很高级，我很喜欢他

的演唱风格，是个很有潜力的歌手。”

此次《中国好声音》汝州赛区的选拔赛

吸引了300多名专业和业余歌手的参赛。报

名者中有四川音乐学院等著名音乐学府的

优秀学生选手，还有来自全国各省、市的酒

吧驻唱、节目主持人及时常“走穴”表演的专

业和半专业歌手，实力不容小觑。

为唱出水平，张纪元忙中抽空，抓住一

切时间选歌、练歌，常常在家人的陪伴下练

歌到天明，终于一路顺利进入总决赛。

他的出色表现，也让家人深感荣幸。

在4月20日总决赛当天，妈妈王瑞敏组织了

一个超大的亲友团，现场助阵儿子比赛。

当张纪元出场时，现场五六十名举着印有

张纪元头像宣传牌的亲友高喊口号的阵

势，不仅把他吓了一跳，更是让评委和主

持人都惊呆了。同时，还有更多的亲人、同

学、朋友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观看张纪

元的比赛。

亲友们的现场助阵，也让张纪元有了

压力，所幸他把这种压力化为比赛的动

力，在现场如潮般的欢呼声中，以实力证

明了自己，更通过《中国好声音》汝州赛区

这个舞台，让更多喜爱音乐、以唱歌为梦

想的人认可他、接受他。

让我们祝福这个幸运的大男孩儿，在

未来的道路上，唱出更多好声音，传递更

多正能量。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慧利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马佳佳） 6月4日，市人民法

院组织刑事审判庭的法官来到向阳小学开展基层校园行法制宣传

活动，为该校学生们送上了一堂精彩的法制教育课。

活动中，邵存霞法官结合自身办案经验，总结出未成年人犯罪

的一些不良行为以及有效保护自身的措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以

案说法让孩子们真正地认识到不良习惯的危害以及如何运用法律

武器保护自己。法制课上，法官们与孩子们热情互动，耐心地为孩

子们一一解答问题，活动中始终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孩子们踊跃举

起小手，争先恐后地向法官表达自己的想法，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

教育。活动结束后，法官们给在场女学生赠送了“防狼宝典”———

《给女孩们的一封信》（如上图）。

近日，在南关社区群众服务中心，曲剧爱好者在戏曲教室练习曲子。

宋小亚 摄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小亚 陈凝）“我们汝州一曲

人的梦想，就是让老百姓享受到

曲剧文化的盛宴，让群众享受曲

剧文化带来的快乐。”近日，获悉

市第一曲剧团荣获河南电视台城

乡时讯2018年度文化下乡宣传工

作“先进单位”称号，记者向该团

团长夏天海表示祝贺时，夏天海

动情地说起了送文化下基层的感

受。

2018年，几乎每一天，汝州一

曲人都在舞台上展示着曲剧的魅

力，曲韵声声中，引领着时代的新

风尚。在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时，

市第一曲剧团既注重艺术性，又

致力于把“接地气”和“地方性”

“群众性”放在首位，全年共演出

434场次，其中，送戏下乡100场；

送戏曲进校园160场；商演153场；

中原大舞台全省巡演21场。夏天

海说：“汝州是曲剧的诞生地，作

为市第一曲剧团，我们有责任有

义务传承曲剧文化。我们的宗旨是：送戏下乡，把好

看的节目送到乡村；演艺惠民，将党的温暖送到老

百姓心坎里。”该剧团精心打造的《天下父母》《亲娘

后妈》连续在第六、第七届黄河戏剧大赛中获奖，被

省委宣传部评为全省优秀剧目在全省巡演。去年，

该剧团被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授予第七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文艺

院团先进集体。

与幸运相伴，用实力夺冠
———访《中国好声音》汝州赛区总冠军张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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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提高青少年法律意识

洗耳派出所

辅警当起法制辅导员

市委党校

组织教师新课试讲

强化教师教学质量

平外学校

举办摄影网络大赛

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古今中外的诗意穿越
———谈武根柱和他的《新柯罗主义绘画艺术》

卫文教科

张纪元（左）在颁奖典礼上 宋乐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