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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烯绘画作品———《回声》登上诺克斯维尔田纳

西大学约翰·霍奇斯图书馆《凤凰文学杂志》，作品

《每天》《韵律》在 2024 第五届艺术上海国际博览会

上崭露头角，反响良好。她从小城到国际舞台，用“热

爱”与“坚持”诠释了一个艺术追梦者的成长轨迹，这

从来不只是因为天赋，更是由于拥有“永不言弃”的

恒心。她就是市青瓷博物馆副馆长、青年艺术家闫誉

潆。

艺术追梦者的成长轨迹

幼年时期的闫誉潆便展现出对绘画的天然亲

近，三四岁时就喜欢用图画笔在画本上涂鸦，六岁开

始系统学习国画和书法。据闫誉潆母亲回忆说：“她

总能把动植物画得活灵活现，小时候老师总夸奖这

孩子‘手上有灵气’。”在小学阶段，她的绘画作品《丝

瓜》在洛阳市青少年绘画比赛中获奖。初中时期的闫

誉潆，学习绘画的时间虽然有限，但她会在课业之

外，拿出画本进行各种各样的涂鸦创作，为生活增添

了不少乐趣。而绘画天赋在高中阶段得到专业培育，

素描、速写、水彩的训练为她打下扎实基础，最终以

优异成绩考入艺术院校。

怀揣着对艺术学习的热忱与探索之心，闫誉潆

做出一个影响深远的重要决定———奔赴海外，开启

艺术领域的深造之旅。之后，她就读于美国田纳西大

学艺术专业，像海绵般吸收多元艺术养分：水彩课上

研究透纳的光影奥秘，炭笔作业模仿德国表现主义

版画家、雕塑家凯绥·柯勒惠支的粗犷线条，甚至尝

试用咖啡渍与旧报纸创作拼贴画。“绘画除了传统技

法外，我热衷于综合材料的运用，尝试用各种材料创

作。”闫誉潆说，正是不断探索下，她对“艺术无边界”

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认知。

走进丙烯绘画的奇幻世界

留学期间，闫誉潆深受授课老师的影响，在其指

导下开启艺术蜕变。这位注重材料实验的导师，带领

她走进丙烯绘画的奇幻世界。

丙烯画作为一种产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绘画

形式，自诞生以来便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与表现力，

在画坛上占据了一席之地。特别是在美国，以纽约为

中心的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们，如波洛克、马瑟韦

尔、德库宁等，他们利用各种创新技法，如滴、甩、拖、

挤、压、溅等，将丙烯画的艺术潜力发挥到了极致。闫

誉潆的作品，在这一艺术传统的基础上，融入了个人

独特的审美与情感，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

格。

2017 年 9 月，闫誉潆创作的以“韵律”为主题的

系列作品堪称转折点。她成功举办个人画展，每一幅

作品中大胆用色，在画布上构建出微观与宏观交织

的生活图景。她的创作灵感多来源于日常生活，无论

是身边的人或事物，还是那些突如其来的想法与观

念，都能在画布上精彩呈现。“我想表现《道德经》中

‘大道至简’的东方智慧，却选择了最繁复的叠加技

法。”这种矛盾美学令她的作品在个人展中引发热

议。

双学位背后的跨界思维

鲜为人知的是，闫誉潆在攻读艺术学位的同

时，辅修心理学课程。这种看似跳跃的选择实则暗

含深意：在创作《无题》《视野》系列作品时，她将心

理学中的“普鲁斯特效应”可视化，用丙烯模拟气味

触发的记忆涟漪；研究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后，其

作品开始出现重复的圆形符号，“那是潜意识里的

文化图腾”。

这种跨界思维让闫誉潆对绘画创作达到新高

度：“艺术不仅是表达，更是种沟通密码。”自美国田

纳西大学艺术专业毕业后，2018 年，闫誉潆赴香港科

技大学全球中国研究专业攻读硕士学位，这种跨学

科学习，使她积累了对艺术更广阔的认知。读研期

间，她从未停止创作，参加学校艺术交流，绘画作品

被展览到学校网站。

以艺术反哺家乡

硕士毕业后，闫誉潆选择回到家乡汝州，受聘担

任市青瓷博物馆副馆长，负责文创工作。这个决定源

自她对汝瓷文化的情有独钟。

即便身兼管理职责，闫誉潆仍保持绘画创作雷

打不动。在她办公室角落的画架上，永远有幅进行中

的作品。2024 年 11 月 1 日至 11 月 3 日，上海首个大

型艺术品交易盛会———2024 第五届艺术上海国际博

览会在世博展览馆对公众开放。闫誉潆以其独特的

丙烯画作品《每天》与《韵律》，在展览中受到关注。在

《每天》与《韵律》这两幅作品中，闫誉潆运用丙烯颜

料，将生活的琐碎、节奏与观念渗透到日常创作，通

过抽象的线条与色块形成视觉上的震撼，让人在欣

赏之余，对生活产生更多的思考与感悟。

谈及下一步创作打算，闫誉潆胸有成竹地说：

“我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创作系列作品，

同时从原创绘画作品中推出衍生产品。”说话间，闫

誉潆用画笔在画板上勾勒轮廓，此刻传统文化与当

代艺术正在发生奇妙的共生。

闫誉潆用她的跨界人生证明：艺术从不是单选

题，而是持续生长的生命体。正如她最爱的丙烯颜料

特性———既能如水彩般通透，又可似油画厚重，最重

要的是，永远保持未干的状态，随时准备接纳新的可

能。正如她在创作日记中写道：“传统不是故纸堆里

的标本，而是流动在血液里的创作基因。”

宋盼盼

每天早上，李甜甜都会很早来到学校。中午回家

吃了饭，又会很快回到学校。下午一直等到学生们都

离校了，她还在忙着学校教务上的各种工作。工作虽

然忙忙碌碌，但她从容应对，而且总是面带笑容。

这样的工作场景，对她来说，已经非常熟悉了。

每每工作之余，她都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当初走上

三尺讲台的尴尬情形。

“我是 2020 年考上特岗教师，9 月份分到东马庄

小学时，正好毕业班六年级缺数学教师，我一下子就

教了两个班级的数学课。那时候面对比我个子还高

的学生，自己真的是一点头绪都没有，不知道该怎么

教，有半月的时间都是如坠云雾的感觉。”李甜甜回

忆说。

临汝镇东马庄村地处浅山丘陵区，乡村的孩子

比较朴实。为了让孩子们听懂她的课，从师范院校毕

业的李甜甜十分擅长 PPT 课件教学，“这些 PPT 课

件都是名师制作出来的，不仅课件质量好，而且课件

里还带有动画、声音等，讲起来非常生动，能吸引孩

子们的注意力和学习兴趣。”

为了提升课堂讲授效果，善于思考的李甜甜根

据乡村学生的特点对名师课件进行修改。“有些地方

用普通话根本起不到效果，只能用汝州当地的方言

去讲，孩子们一听就懂了，所以我上课就是普通话加

方言，让二者巧妙结合。”

半年的摸索，李甜甜已经熟练运用 PPT 课件教

学，而且课堂效果也大为提高。“每节课，我都让学生

们先预习 10 分钟，然后让学生们合上书本，完全跟

随我的课件教学走，这样的教学模式，实践证明很

好。”

李甜甜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为了检验课堂教

学效果，她精心布置课后作业。“我

布置的作业量很精很少，不给学生

增加负担。所有学生的作业我都会

认真批改，从中发现学生对知识点

的把握程度。对于薄弱环节，我精

心区分是自己的讲授不到位还是

学生不用心听讲导致，从而有针对

性地改进教与学两方面的失误。”

作为任课教师，李甜甜思维活

跃、心思缜密；作为班主任，李甜甜

更是潜心研究班级管理之道。她

说，“对于开学第一学期的新班级，

因为对学生们不熟悉，在开学第一

周我基本上不讲新课，主要强化学

生们的纪律意识、规则意识。我发

动学生自己制订班规、学习班规。

实践证明，学生们自己制订的班

规，大部分非常遵守，即便有人违犯了，也都能甘愿

接受处理。”

对于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儿童，细心的李甜甜格

外关注。“学生们还是很单纯的，只要他家里有啥事

或者有啥心事，马上可以从他的言行上表现出来，只

要你细心观察，都会发现。”班级里有一名男生一天

突然变得精神状态很不好，上课也是面无表情。李甜

甜发现后，主动找他谈心聊天，得知他父母离婚了。

李甜甜就经常找他谈心，在课堂上还有意识地提问

他，鼓励他表扬他。经过一段时间后，这名男生重新

变得开朗起来，学习状态也恢复过来。“这些特殊家

庭的孩子，缺少的是爱的滋润，作为老师平常要多关

注关爱他们，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没人关爱

的孩子。这样他们都会走出心理阴影，重新回到阳光

中来。”李甜甜说。

5 年的园丁生涯，曾经“青葱”的李甜甜已经成长

为一名教学经验丰富的青年教师。如今的她担任着

四年级的数学教学，还担任班主任，同时负责学校的

教务工作。学生们越来越喜欢上这位既严肃又可亲

的女老师。

“我从小生长在农村，熟悉农村的生活环境，现

在又在农村小学当老师，觉得非常亲切。每天看到孩

子们快乐成长，我也仿佛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孩子们

的点滴进步，都是我最大的快乐。”李甜甜笑着说，她

爱着自己的家乡，也爱着这里的孩子们。

郭营战

以艺术为舟 以文化为帆

———青年艺术家闫誉潆的跨界探索之路

李甜甜：“心”思维的快乐乡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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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创作的闫誉潆

李甜甜辅导学生

尹宏志

人物名片：尹宏志，中共党员，原汝州市曲剧团演员，师承

于我市曲剧老艺人胡定。主攻武生、丑角、老生等。早年，曾在洛

阳市接受剧团演员武功集中训练，在受训的十几个剧团中，所

翻跳板最高，花式最多，被大家盛赞为“跳板王”。

在戏曲舞台上，他塑造了众多不同性格的角色，深受观众好

评。1988 年调至原市文化局工作，曾任文管办主任、文化艺术

科科长、机关党支部书记兼曲剧团支部书记等职。2007 年退休

后，他对戏曲艺术的热爱有增无减。2009 年，参加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天安门广场大型文艺晚会活动并获得荣誉

证书。

师承名门

尹宏志自幼喜欢戏曲，尤其喜欢曲子戏。1960 年 3 月，临汝县曲剧团招生，因其

嗓子好，经面试、审核，他被录取。在戏校结业后，他和我市的曲剧老艺人崔占、王青贵

等被分配至临汝县曲剧团，从此走上戏曲道路。

尹宏志在剧团期间刻苦用功，拜我市曲剧老艺人胡定为师。胡定早年演出的《游

龟山》，他的唱念做功被广大群众所称颂。有民间谚语：“能挨三勾担、舍不了金杯胡定

游龟山”。20 世纪 60 年代，尹宏志主攻武生，丑角，老生等行当。他在《杜鹃山》中饰演

李石坚，《三岔口》饰演任堂辉（武生）等角色。

一举成名

20 世纪 70 年代，临汝县曲剧团排演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时，尹宏志受剧团指派

和几名演员去郑州市豫剧团学习剧中的滑雪、武打等技巧动作。因“翻跳”要求标准

高，危险系数大。之前听说有个剧团的演员在练跳板时，因动作要领掌握不当，发生意

外，致身体伤残。这让初次接触跳板的几个演员内心害怕，谁也无勇气试跳。当时，尹

宏志自告奋勇地走上踏板，他长闭呼吸，含胸抱膝，猛然弹跳，试跳成功。大家都为他

的初跳成功鼓掌喝彩。随后经过多次反复练习，他的“跳板”技巧日趋成熟。在演出《杜

鹃山》剧目中，他饰演李石坚。剧中开打场面，李石坚持长枪箭步“大漫子”出场，而后

借用跳板翻上八大方（高山），与崔占饰演的匪兵进行一场鏖战。武打后，匪兵败逃，李

石坚翻下 5 尺高台紧追。因剧中尹宏志翻跳高、姿势优美，观众们叫好声不绝于耳。

荣誉颇多

1988 年，尹宏志从曲剧团调至原市文化局任文管办主任、文化艺术科科长。主要

负责全市文化艺术工作，组织开展日常文艺指导和大型文化活动的编排、演出等工

作。每年春灯节举办五项活动（戏曲、唢呐、铜器、曲艺、民间文艺表演），从筹备到演

出，再到最后的评比、表彰，尹宏志担任节目的审查和评委。1990 年，我市为庆祝物资

交流大会恢复，举办了首届物交会艺术节。当时，尹宏志几乎跑遍了周边县市，请来知

名的大型军乐团助阵演出，开幕式现场效果震撼。他还组织并参与了市直各单位的大

型歌咏比赛活动等工作。20 世纪 80 年代，尹宏志还协调联系台湾同乡张金城、张天

佑率领的台北市“豫剧改进会”到汝州，在汝州剧院与市曲剧团部分老艺人同台献艺，

活动组织之周密，受到台湾同胞们的赞誉。

高光时刻

2008 年，尹宏志到北京照顾外孙期间，经常利用自己的文艺特长，组织多项文

化活动，深受社区领导及居民们的喜欢。2009 年，他通过朝阳区及社区党委的层

层选拔审核，最终获得参演资格。从 7 月初开始，冒着酷暑，经过无数次的彩排，一

直排练到 9 月底。2009 年 10 月 1 日下午，他和团队一道，进入天安门广场。在欢

快的音乐节奏中，他们分别表演了“爱我中华”“青年圆舞曲”“在一起”等五个舞

蹈节目。

2019 年，他还参加了庆祝中俄建交 70 周年活动，与俄罗斯“国立歌舞团”在中国

儿童剧院同台演出，并合影留念。

醉心戏曲

2010 年，尹宏志自发成立了一个舞蹈队，队伍由刚开始的 10 多人发展到 80 多

个人。尹宏志相继排练了《唱支山歌给党听》《梨花情》《梨花颂》《万江》《我们的钓鱼

岛》等 80 多个舞蹈。先后在北京市朝阳区大屯文化广场、北京剧院等多地演出，赢得

了观众们一致好评。

尹宏志能够取得这么多荣誉，这与他的老伴任月霞的幕后支持是分不开的。任月

霞也是名戏曲人，1970 年，从东二干调至临汝县曲剧团工作，先后在剧目《掩护》中饰

演春兰、《沙家浜》中饰演阿庆嫂等角色。

现如今，年逾古稀的尹宏志和老伴，对戏曲的挚爱依旧。老两口还经常活跃于我

市广场、游园的众多戏迷朋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