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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是谁？

曾经祈祷般想象：让眼睛铺在地上，明澈的湖面只接纳白云

与苍鹰自由的影姿。

飞扬的思想跋涉不出四季的泥泞，紧缩成秋夜的思绪，在冰

封的记忆河底，在一片文字的淤泥里寻找过去的底蕴。

这是依旧的又一个生日之夜啊！

我，却解释不了自己。

二

仿佛远处的每一个地方你都在聆听，在注视。

我行走着的每一条路。

我知道，我为路而降临，我属于路，舍此别无选择。

但每一条路都蜿蜒着来，蜿蜒着去，我已被奴役得一无所

有。

仅剩的茫然告诉自己———

女娲补天去了。

夸父追日去了。

一切都已老去。

大地被道路捆绑着被脚踩踏，在吃力地喘息。

谁，还能创造神话？

三

吹灭了生日的蜡烛，所有的星星也熄灭了。

那无数次的震颤我的竹节吟唱，白云流逝，野菊凋零，冰河

崩裂……

都已悄然远去。

远去到天街做流浪的行者。

于是，世界到了只有两个人对视的时候。

在这被幸福充盈了的瞬间。

我猛然发现，

夜，真的很黑。

过了好久才知道，淡的是六瓣的雪，苦的是一株

待香未香的莲。不曾饮尝，何知其味？就如这生活，平

淡的日子难熬而淡定的日子熬心，都经历过的日子人

渐变老，凉似那春深的长冷。再如生活里的情感，不做

漫天雨中独开的红莲又何以得粒粒的莲子！然，似开

不开，将红不红，虽是要倾泼的颜色，却得忍耐清冷潮

湿与寂寥，欲语不语，待香而未香……

时而相信这生命是一种缘。牵挂的时候缘起，怅

惘的时候缘落；追逐的时候缘生，放弃的时候缘灭。如

果说生命是值得珍惜的缘，那么生命里的相识相守就

应该是惜缘。更多的时候却是认为生命只是一个过

程，路有坎坷，人有聚散，生活如麻如织，情感若淡似

苦，渴望感动的奔行亦收敛深处的饥渴，将生命换作

生存，将需要换作需求，将说不清楚的内心涌动示作

沉默，待莲香散逸已是六月飘雪。

没有谁不希望得到幸福，没有谁不比较幸福，一

点暗喜，一点自怜，一点焦虑，一点幽怨，点点滋味个

中知晓，惟愿得到单纯的幸福简单的快乐，馨香如莲，

清纯如莲，袭一池水的润泽，丰盈出婷婷的莲朵。是花

总想开，是花总要开，只是花开需待期。

人小时候简单，长大了复杂；穷的时候简单，变阔

了复杂；落魄时简单，得势时复杂。一眼能望到底的事

物，似乎很简单。一口百年古井，幽深，澄澈，也可以一

眼望到底，能说它简单吗？人也一样。有时候，人也可

以一眼望到底，并不是他太过简单，不够深刻，而是因

为他太过纯净。一个人有至纯的灵魂，本身就是一种

撼人心魄的深刻。有的人云山雾罩，看起来很深刻，很

复杂，很有深度，其实这种深度是城府的深度，而不是

灵魂的深度。这种复杂是险恶人性的交错，而不是妙

曼智慧的叠加。

能给予生命以生命的是生活，能让生活活出光鲜

的是幸福。幸福的滋味有浓有淡，幸福的感受有多有

少。不需要随意地去比较幸福，但幸福的感受却是从

比较而来，而这比较恰恰是在时间里慢慢地感同身

受。

六瓣的雪化雨成水，那是一个季节的等待；待香

未香的花若要莲瓣轻开结莲子，那可是花生命的等

待！

然而，人的生命却是等待不起，一等就老，一老渐

衰，一衰难荣。人若有心，就在那些花待香未香时给以

悉心地呵护吧。一生能做些什么？很泛泛，就做一个有

心的人。

春意缱绻，花开有信。荆紫关镇，成了我们此行最

意外的惊喜。

辞别丹江口的潋滟水色，在剧作家屈江北老师的

建议下，我们一行人驱车两小时，直奔豫鄂陕交界的

荆紫关。初抵时，高楼霓虹扑面而来，恍惚间以为误入

新城，心头难免生出几分忐忑。直至拐入巷陌深处，青

石路忽现，时光骤然倒流———眼前便是藏匿于市井的

“明清一条街”。

这座千年古镇，曾以“鸡鸣三省”“朝秦暮楚”闻

名，丹江蜿蜒而过，串联起三省血脉。唐时初兴，明清

鼎盛，昔日的荆紫关是南北商贾的交通枢纽。三大公

司、八大帮会、骡马店与商号鳞次栉比，协镇都督府森

然矗立，法海禅寺钟鼓声悠远……

荆紫关，这里是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地方。

五里长街，犹如一卷摊开的水墨画。南、中、北三街次

第展开，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温润如玉，七百商铺鳞

次栉比，两千余间明清旧筑静立。飞檐翘角刺破天

际，雕梁斑驳却风骨犹存。雕梁褪了朱漆，木刻蒙了

风尘，却依旧能辨出昔日的精巧。山陕会馆的对联墨

迹苍劲，“丹汉迢迢荆紫通南北，汾渭漫漫天下豪杰

话春秋”仿佛商贾喧嚷犹在耳畔，让人看到昔日市井

繁华，富甲一方的商人，在此洽谈贸易时的情形；协

镇都督府的青砖灰瓦，仍透着几分森严威仪。古码头

边，吊脚楼的飞檐斜挑，与丹江的粼粼波光相映，恍

惚间，似见千帆泊岸，骡马载货，南北商客在此交割

着繁华。古建筑呈东西走向，雕梁画栋，石雕木刻，古

朴独特，令人叹为观止。古街上，网红大哥，那奶油香

甜的“震三省大炮爆米花”，成为游人们竞相购物的

打卡地。

荆紫关，是个三省风情交融成趣的地方。陕西的

皮影戏的鼓点、湖北的汉剧的唱腔、河南豫剧的梆子

声，仿佛仍在这雕花门廊下交织，揉成了“一曲三省”

的美妙的交响乐。河南的烩面香混着湖北的米酒甜，

陕西的羊肉泡馍热气氤氲，街角食肆中，方言与炊烟

交织成趣。三省风俗如三股丝弦，在时光的乐器上，演

绎出一曲古今相融的美妙乐章。

荆紫关，是个钟灵毓秀、人杰地灵，来了不愿走的

地方。三省界碑旁，游人争相留影。这里形成了“一脚

踏过豫鄂陕，三声鸡鸣破晨晓，南腔北调皆春风”的独

特风景。在那里不仅聆听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两度奇

相范蠡和闭月羞花西施的浪漫爱情故事，还见证了编

织老艺人杨凤仙，从湖北嫁到河南，女儿远赴陕西，半

生辗转三省，却将荆紫关的“神仙叶凉粉”与“八大件”

手艺淬成非遗瑰宝的精彩人生。

荆紫关，是个晒着秦国太阳，吹着楚国风，喝着丹

江水的地方。秦山楚水暖阳如诗，让人陶醉其中。踏着

青石板，听到了“石槽沟恶僧横行，鄂地官府久剿未

果，豫人却以雷霆手段擒贼，自此，一沟之地划归荆紫

关”的“一脚踏三省”的神奇传说。在三省界碑东500米

处的友谊广场上，静静矗立着高耸入云的友谊塔，它

见证了豫鄂陕三地人民如伏牛山巍峨般的肝胆相照，

似汉江水奔涌般的血脉相连，这标志着“三省一家

亲”，同心同济向未来的美好愿景。

暮色中，法海禅寺的钟声荡开喧嚣。灯笼暖光爬

上青石，新月轻悬檐角，古街如老者含笑，静默中藏着

千年故事。如今的荆紫关，猴山叠翠、丹江泛舟，旧商

号化作民宿客栈，却依旧守着雕花窗棂与斗拱飞檐。

临别回望，古镇似一枚琥珀，将明清的砖瓦、三省的烟

火、春日的暖阳，凝成永恒的诗行。此行终知，一脚踏

三省，踏的是历史纵横，共沐的是人间的春风。

犹记儿时酸汤面，母爱至今仍浮现。

昨天儿子感冒了，蔫蔫儿地说：“妈，我浑身难受，

给我做碗酸汤面喝吧。”说实话，我做饭真不咋地，可

是做碗酸汤面、蒜面条呀还是能拿得出手的。看着他

端起碗，一口气喝了个底朝天，咂着嘴回味着，半晌，

儿子嘟囔着说：味道比姥姥的差远了。孩子一句无心

的话，却让我哽咽难言……

爱喝妈妈的酸汤面，不仅仅只为填饱肚子，更重

要的是那里面饱含着爱。小时候正是二十世纪六七十

年代的灾年，能吃上一次妈妈做的手擀面是很奢侈的

事，就别说大米、白面了，而每个月领回限量的那点白

面，都是留作关键时候的存粮。妈妈偶尔也会为我们

做上一顿手擀面，既能让我们解馋又能让一家人吃上

一顿饱饭。

我是兄妹四个中的老幺，在家里算得上“金贵”。

在那个年代，家中生活极为困难，钱少粮缺衣食愁，在

艰难中让我更懂父母心，不是爹娘不疼我，只因家中

困难多。妈妈做的酸汤面，哥哥姐姐很少吃到，我也是

在生病的时候才得以享用，让我好了病、解了馋一举

两得。一是因为细粮极缺，妈妈难为无粮只好做碗酸

汤面；二是小病不用花钱求医，只要喝一碗酸汤面，睡

上一觉，头痛脑热就都好了；三是家里人多，我也不能

搞特殊。

儿时感冒了，妈妈就赶快行动，净净面缸、切碎韭

菜，搅在不多的面里，擀成碧绿、透明的面片。煮出的

酸汤面，再用筷子头沾一丁点香油滴在碗里，油花花

的，让我直流口水，喝到嘴里别有一番滋味。吃完稠的

面叶，再将碗内的酸汤喝完，一出汗顿觉身体舒适多

了，这饱含母爱的面汤竟抵得上几剂良药。然后妈妈

会一直守在身边照顾我，感受着那种母爱，享受着那

份亲情。

但最苦的还是妈妈，记忆中我从没见过她自己喝

过一次酸汤面，感冒了就嚼一把生谷子发发汗。现在

想起来，还气自己太不懂事，有时为了喝一碗酸汤面，

竟然装病。

父母的期望，就是盼我们过上好日子。可是，苦了

一辈子病了一辈子的妈妈，和父亲一道用柔弱的身躯

照顾我们兄妹，用爱抚养我们长大。待要安享晚年的

时候，却带着对我们的爱离去，只给我留下酸汤面的

美好回忆……

月前外出在一户农家吃饭，我主动要了一碗酸汤

面。因为，只要在外端起饭碗，我首先想到妈妈的酸汤

面，其中的母爱最有滋味、也最养人。可是每次，都不

是妈妈的味道，但这次不同，清清的面汤上漂着几片

绿绿的香菜叶，熟悉的味道霎时间让我泪水盈眶，别

人哪里懂得，这普通的酸汤面里，却有着妈妈的味道！

妈妈的酸汤面，儿女的可口饭。

妈妈的酸汤面，把我的魂儿牵……

妈妈走了，我也步入中年。闲时，我会学着妈妈

那样，亲手给爱人和儿子做一顿拿手的面食，推己

及人，为的是让母亲的手艺延续，让母爱的味道不

失传。

我相信，那被母亲调和出来的生活滋味，已经变

成了生命里的元素，不论走到哪里，都不会淡化。对于

我来说，最难以释怀的，还是吃了三十多年的属于妈

妈的“味道”。

妈妈，希望下辈子还能吃到您做的酸汤面。

大黑，听起来就知道是一条狗的名字。它浑身上下都是黑色

的，黑色的耳朵，黑色的脑袋，黑色的身子，黑色的腿和脚，连它

的眼睛都是黑色的，全身没有一丁点儿杂色，真是黑得纯正呀！

大黑看起来很寂寞，它被拴在西墙根下，下课的时候有学生

会走向它跟前逗逗它。它的性格还算温和，它也只是默默地和人

们对视着，从不狂叫，也从来没有要挣脱锁链自己自由地跑跑的

意思。有时候，我下午两点多去上课，大黑正蜷着身子，把头埋在

两腿间睡在太阳下。听到动静，它会懒洋洋地睁开眼睛，抬起头，

很迷茫地望着我，似乎在说：“秦老师，你来啦！”有时候它还会站

起身来，礼貌地摇摇尾巴算是给我打招呼。

王老师喜欢养动物，他对家里的一切小生灵都是那么有耐

心，有爱心。他总是说狗是很通人性的，它只是不会说我们人类

的话，没办法和我们沟通，但是它们能通过自己的办法来表达它

的意图或想法。

果然像王老师说的那样，这大黑还很会撒娇呢！王希很宠

它，经常和王老师一起拉着它出去让它撒欢，于是它看见王希总

是像看见亲人一样。有一个星期天下午，院子里很静，王希手里

抓了几个橘子一边吃着一边从楼上下来。一向安静的大黑一下

子站起来，一边狂跳着把绳子都挣得哗哗乱响，一边仰着脸追着

王希怪叫着。我看见了，说：“王希，你看大黑是咋啦？”王希说：

“嘿。它想吃我的橘子哩！”于是王希走过去，把几瓣橘子递到它

嘴里，还摸了摸它的头，大黑才满意地安静下来。

大黑也有自己的情绪，有时候可能它太寂寞了，它做出来的

举动也让人瞠目结舌。感觉它不是一条狗，它是需要爱，需要人

们关注的感情丰富的生命。今年马街书会那一天，丁老师一家大

人小孩都去赶会了，只有我和方俊皓在二楼上一对一的课。可能

是忘记了喂它，也可能是一天里也没有一个人走到跟前去看看

它。等我们下课来到院子里，方俊皓站在它的笼子前，它激动地

一下子站起来，脚不停地踏着地，像跳舞似地发出有节奏的响

声，尾巴也欢快地摇晃着，嘴里还发出“嘤嘤呜呜”的声音。我不

理解它到底想要干什么，或者是想让我们帮它干什么。我正迷惑

不解之时，它忽然做出的动作让我的心头一惊，它忽然不表演

了，扭头擒起它的盘子，就那么叼着朝向着我们，目光里分明透

着哀哀的可怜兮兮的神情。仿佛在说：“求求你们，我饿极了，给

我弄点吃的吧！”这分明是人类乞讨的样子呀！我赶紧叫刚刚从

外面回来的王老师，给大黑倒了一碗饭。

大黑是一条狗，它的黑色那么纯正，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一条

名贵的狗。但我知道，大黑是有灵性的，它需要自由，它也需要

爱。像叶圣陶笔下的《聪明的野牛》，它们是有生命，有感情，有尊

严的，它们也追求自己更高品质的生活。

大 黑
◎秦生辉

路长嗟日暮
◎李晓伟

做个幸福的有心人
◎张 勉

一脚踏三省，千载共春风
因马俊杰

妈妈的酸汤面
◎王瑞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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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晓忠

咫尺之间绘丹青 碟盘上面展山河

在汝州，有这样一位艺术追梦者，他用
手中的画笔和独特的创意，在小小的盘子
上，以汝石为材料，结合国画绘画技法，将
山川一隅“搬”到碟上，在咫尺见方的瓷盘
空间中手工打造出一幅幅气韵生动的山水
微景观，在艺术修饰下成为浓缩自然美景
的一种陈设品，令人叹为观止。特别是由他
创作的碟景画———“汝州古八景”，让古老
的汝州文化与自然之美在碟景画中完美交
融。他，就是韩晓忠。

走进望嵩南路九号敦煌书画艺术工作室，阳光

透过玻璃洒在满墙的碟景画上，白色瓷盘中的山水

微景观层叠错落，青石苍苔、飞瀑流泉仿佛被凝固

在方寸之间。53岁的韩晓忠站在画架前，正用镊子

将一枚指甲盖大小的汝河石嵌入盘中的“山脊”。他

说：“这些石头会说话，它们是汝河亿万年的记忆。”

从涂鸦少年到艺术传承者

韩晓忠与艺术的缘分，始于童年。他的父亲韩银

安是一名美术老师，家中浓厚的艺术氛围，如同一颗

艺术的种子，悄然种在了韩晓忠的心中。幼时的他，常

常被父亲画画时专注的神情和笔下神奇变幻的线条

所吸引，从此，对美术的热爱一发不可收拾。

那时，家中的墙壁、地面，甚至是废旧的纸张，

都成了韩晓忠的“画布”，他随时随地用画笔涂鸦，

将心中的奇思妙想尽情挥洒。上中学时，韩晓忠就

读于市直中学，初一正式接触系统的美术教育，但

他对中国古建筑情有独钟，特别是古代楼阁飞檐翘

角，在他眼中充满了独特的美感和历史韵味，也成

为他绘画创作中常常出现的元素。中学时代，身为

美术课代表，韩晓忠不仅自己沉醉于绘画的世界，

还常常热心地指导同学画画，分享自己对美术的理

解和热爱，在校园里，他就是大家公认的“绘画小能

手”。

时光倒回至 20世纪 80年代中期，父亲韩银安

开办了敦煌美术班，韩晓忠只要一有闲暇时间，就

一头扎进父亲的画室帮忙。在这里，他不仅学习到

了更多绘画技巧，还近距离感受到了艺术教育的魅

力，这也为他日后接手画室，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埋

下了伏笔。

1991年，从汝州镇高中毕业后韩晓忠进入国营

工艺美术汝瓷一厂工作，在雕刻车间一待就是五

年。他接触到了传统的汝瓷雕刻技艺，每天与泥土、

刻刀为伴，精心雕琢每一件作品。工作不仅锤炼了

他的耐心和细心，更让他积累了深厚的雕刻功底，

为他日后的艺术创作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1996年，韩晓忠怀揣着对

艺术的更高追求，毅然选择前往郑

州高校进修工艺美术专业。在两年

的专业学习中，他如饥似渴地汲取

着知识的养分，接触到了各种前沿

的设计理念和艺术思潮，对设计有

了全新的认知和理解。

进修结束后，韩晓忠回到汝

州，恰逢家中经营装饰公司，他便投身其中，承接各

种各样的装裱、广告招牌及室内室外装修业务。在

这个过程中，他将所学的美术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

合，积累了大量的实操经验，从设计图纸到选材用

料，再到现场施工，每一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力求

做到尽善尽美。

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韩银安渐渐老去，而韩

晓忠对画画的热爱却愈发炽热。2008年，他正式接

手了父亲一手创办的敦煌画室，从此，一心一意扑

在画室上，专注于辅导艺考学子。他深知，每一个怀

揣艺术梦想的孩子都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和鼓励，

他要用自己的经验和热情，为他们点亮艺术之路的

明灯。在他的悉心教导下，一批又一批的学生考入

了理想的艺术院校，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从石头到瓷盘的艺术嬗变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韩晓忠踏上了碟景画创作

的新征程。几年前，他带着学生到汝河写生，河边形

态各异、色彩斑斓的石头吸引了他的目光。他捡起

这些漂亮的石头，带回了家。看着手中的石头，韩晓

忠突发奇想：能否利用石头的形状和自然色彩，在

上面创作绘画呢？

说干就干，他开始尝试在石头上作画。石头的表

面并不平整，绘画难度比在纸上大很多，但韩晓忠凭

借着深厚的绘画功底和顽强的毅力，克服了一个又一

个困难。他根据石头的形状和纹理，创作出风格各异

的作品，每一件都独一无二，让人赏心悦目。

2020年初春的深夜，一则英石碟景画短视频让

韩晓忠为之惊叹，他被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深深吸

引，心中萌发了强烈的创作欲望。第二天，他便迫不及

待地买来白色的盘子，开始了碟景画的创作之旅。

创作首幅《汝石山水》时，韩晓忠遭遇“材料关”。

胶水要么粘不住湿滑的石头，要么凝固后泛黄影响画

面。他跑遍建材市场，试过十余种材料黏合剂，最终某

款水晶胶快速固化的特性让他如获至宝。创作过程

中，韩晓忠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先用画

笔在盘子里勾勒出轮廓图，然后把捡来的石头一块块

贴合上去，利用石头的自然色彩，将汝州的山水风光、

人文景观巧妙地融入作品中。

“每块石头要反复调整角度，有时摆到深夜，就为

找到最像山崖的那一面。”首幅作品完成时，瓷盘上的

汝石构成险峰深谷，他用丙烯颜料在空白处勾出云

雾，竟有宋代小青绿山水的韵味，吸引了亲朋好友的

关注。这幅作品不仅展现了他精湛的技艺，更让人们

看到了他对家乡的热爱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

让汝州古八景在瓷盘上复活

随着创作经验的不断积累，韩晓忠的创作思路

越来越清晰，创作手法也越来越娴熟。他开始挑战

更高难度的作品，将目光投向了明代《汝州志》记载

的八大胜景。

“我要把‘汝州古八景’都装进盘子！”为了将古八

景完美地呈现在碟景画中，他进入闭关状态，全天不

出门，专心创作。他查阅了大量的史料，请教了许多相

关人士，深入了解古八景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和自

然风光，力求在作品中还原其最真实的风貌。

为还原“岘山叠翠”，他连续两周清晨驱车前往

岘山，观察晨雾中青山的色彩层次，用手机拍摄不同

光线下的山体色彩，最终作品里，他精选带苔藓的绿

泥石、含铁质的赭石，层层堆叠出山体肌理，丙烯点染

的松林细如发丝。创作“龙泉夜月”时，他特意选用带

天然孔洞的汝河石模拟月影穿过松枝的效果。

耗时 4个月，韩晓忠终于成功地将汝州古八景呈

现在碟景画中，每一幅画都栩栩如生，岘山的雄伟壮

观、温泉的氤氲水汽……都在他的笔下展现得淋漓尽

致，仿佛将人们带入了那个古老而神秘的景观之中。

传承文化 致力打造地方文化名片

如今，韩晓忠依然在艺术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

行。他在周末教授学生之余，其余时间全部用在创作

上。家人也全力支持他的事业，常常帮助他上山捡拾

石头，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后盾。平时，他还特别

留意收集素材，无论是生活中的点滴瞬间，还是旅行

中的所见所闻，都可能成为他创作的灵感源泉。

对于未来，韩晓忠有着清晰的规划。他计划从

汝州现实景色中汲取更多灵感，创作更多展现汝州

美景的碟景画，让家乡的每一处山水都能在他的作

品中焕发出独特的魅力，让更多的人通过碟景画了

解到了汝州的美丽风光和深厚文化底蕴，成为推介

汝州文化的一张独特名片。

除此之外，韩晓忠在创作上还计划将祖国的大

好河山浓缩到作品中，通过碟景画这种独特的艺术

形式，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中国的自然风光和文

化遗产，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

在机械复制时代，韩晓忠的碟景画像一座手工

艺术的诺亚方舟。或许正如他所说：“每个中国人心

里都装着山水，我的使命，就是帮他们找到安放这

份情怀的容器。” 宋盼盼

挺拔隽秀的涟漪亭，重檐悬山的观音阁，长虹卧波的接圣桥，泼翠溅玉的珍珠

帘，这些都袅娜着“走”进眼前案台上的中国画中。4月 9日上午，在中原四大名刹

之一、国宝级文物保护单位风穴寺景区观音阁前，61岁的汝州籍国际知名画家赵

寒翔正与画友魏进生在凝神作画，熟悉的家乡山水胜景早已了然于胸。

“我老家是嵩县山区的，小时候家里穷，再加上父亲工作的调动，12岁时举家

迁到小屯镇麻庄村定居，成为真正的汝州人。上小学时就对课本里的插图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开始自学美术。1982年前后曾在临汝县文化馆专业学习画画。1988

年从武汉纺织大学染织美术专业毕业后，进入广东佛山万家乐集团做艺术设计工

作。”说到自己的艺术从业经历，赵寒翔说，不断变换的人生经历就是自己画风最

好的底色。

之后，赵寒翔又进入华南理工大学深造，毕业后晋升为集团副总经理。然而，

在国有企业改制的大浪潮中，1997年，正值而立之年的赵寒翔毅然选择了辞职，在

佛山成立了自己的专业画室，成了一名职业画家。

生活的奔波，使得赵寒翔的技艺快速精进。“作为一名画中国画的画家，我的

眼光不仅仅局限于国内，而是放眼国际。传统的中国画讲求近、中、远景的搭配，显

得中规中矩，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很多外国人看不懂、也不欣赏传统的中国画。

基于这样的艺术构思，我尝试打破中国画传统的艺术风格和构思，借鉴西方画彩

墨山水的画法，以中国画为底色，巧妙运用西方画的构图与色彩，杂糅中外，逐渐

走出了一条中西合璧的中国画创作风格。”

近十年的潜心钻研，赵寒翔的中国画逐渐形成了彩墨山水、彩墨花卉、彩墨岩

石等三大系列中国画作品。

生在嵩县、长在汝州，北方苍劲粗犷的山岩，滋养着他的艺术灵感，锤炼着他

的艺术风格。“我的一切艺术灵感都来源于豫西的山山水水，创作的空闲时期，我

都会回到汝州、嵩县、鲁山、栾川等地，深入山区写生。”

在赵寒翔的笔下，那些从小就熟悉的豫西大山里的悬崖峭壁，仿佛是一位位

傲然挺立的将军，特写镜头一般放大、定格，继而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我画大山的悬崖峭壁，不像一般的中国画，有岩石、草木、亭子等，而是只画

岩石的局部，彰显岩石的壁立千仞与坚韧挺拔的特质。这样的特质，从大的层面，

象征中华民族在艰难险阻中屹立不倒的民族精神；从小的层面，岩石交错纵横的

纹路也代表了我们每个人在前进道路上所经历的磨难与挫折，以及在磨难与挫折

中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赵寒翔说，他的这些彩墨岩石系列中国画，不仅是他个

人艰辛的艺术从业经历的缩影，也是更多与他一样的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不屈奋进

的成长印记。

杂糅中西美术技艺的独特画风，对生活有着深深感悟与思考，赵寒翔的中国

画系列作品，不仅受到了国内一些顶尖企业家的青睐并收藏，而且在国际上备受

关注与钟爱。

2014年，他的彩墨山水作品作为国礼赠送给南非总统祖玛。2016年，他荣获

“中美杰出华人艺术家”称号。2017年，他的彩墨花卉作品作为国礼赠送来华访问

的挪威首相埃尔娜·索尔贝格。2017年，中国中外文化研究会重点推荐他为献礼中

国两会艺术大家。2019年，他的彩墨山水作品在上海合作组织工商峰会上由吉尔

吉斯斯坦国主办方作为唯一峰会礼品赠送上海合作组织。2021年，他受邀参加上

海合作组织 20周年人文教育与工业展峰会。2021年，他荣获美国 LABA“全球最

具影响力艺术家”称号。2023年，他获得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最高荣誉勋章。

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使者，赵寒翔多次参加中俄、中捷等文化交流年活动及国

内各种艺术家交流活动，并先后接受 CCTV发现之旅频道、美国华语电台等媒体

采访，为宣传推介中国画、中国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

国家一级美术师，武汉纺织大学客座教授，广州市粤港澳大湾区（南沙）改革

创新研究院专职副院长，岭南文化艺术创作鉴赏研究院副院长兼高级研究员，上

合组织一带一路丝路文化中国 -乌兹别克斯坦特聘顾问，广东收藏家协会书画评

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邮政邮册发行委员会艺术顾问，中国文化信息协会工艺美

术专业委员会专家顾问，CCTV大国人文特聘艺术顾问。对于这些头衔，赵寒翔

说，他从没忘记自己是一名职业画家。

“画家的职业就是画画，28年职业画家的锤炼，在技艺上已经到了顶点，在艺

术层面上我还在继续尝试创新和突破。”赵寒翔说，他现在正在尝试“让高端艺术

走进千家万户”，让自己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一幅的作品走入寻常百姓家，“一是

把自己的作品做成版画，限量印刷，老百姓花上千把元就能买到我的画；二是把我

的作品印到高档丝巾上，做文创产品，我正在和一些文创公司合作，初有成效。”

对于自己的家乡，赵寒翔有着深深的情结。“我少年从嵩县山区搬出来的时

候，老家还没通上电，用的是煤油灯，汝州当时也只有一条繁华的中大街。现在家

乡变化这么大，我觉得非常自豪。希望汝州更多的艺术家能走出汝州，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舞台，展示厚重的汝州，展示多彩的中原，展示伟大的中国。”赵寒翔意兴

盎然地说。 郭营战

让 中 国 画 走 出 国 门
———记汝州籍国际知名画家赵寒翔

赵寒翔凝神创作

崆峒烟雨

龙泉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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