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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盒上的艺术启蒙

杨党勋出生在汝河南岸的一个村庄。幼时，乡村的

质朴风光便如同一颗艺术的种子，在他心中悄然种下。

记忆中的童年，杨党勋是跟着伙伴们游玩时捡拾香烟纸

盒的欢欣。洛阳牡丹、汝河桥……这些被人随手丢弃的

盒子上的画，在他眼里却是流动的美术馆。

回到家中，他便一头扎进绘画的世界，认真细致揣

摩画上的风光，用画笔在纸上沙沙地画了起来。“那时候

条件艰苦，没纸的时候，就拿着树枝在土地上画。”在杨

党勋看来，画画将他少年时代的乡村生活点染成了多彩

的世界。

“当时收集的纸盒铺满了我卧室的一面墙，每天最

高兴的事儿，就是躺在床上欣赏墙上贴的画。”杨党勋

说，几年前老家拆房重建时，看着饱含自己童年记忆的

一墙画被拆掉，他至今想起还有些许遗憾。

学艺上的进阶之路

怀揣着对绘画的热爱，杨党勋踏上了正规艺术学习

的征程。当时河南大学在汝州设置的工艺美专美术专

业，成为他艺术之旅的第一站，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绘

画知识的养分。

两年的学习时光转瞬即逝，但他对绘画的追求并未

就此停歇。他又通过努力，考入平顶山师专美术专业，成

为该校第一届美术生。在那里，他接触到了更广阔的艺

术视野，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们交流切磋，碰撞出灵

感的火花。

平顶山师专毕业后，他并未满足于现有的成绩，而是

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考研之路。备考的日子，艰辛而充实。“那

时候年轻，身体还算健壮，为了学好英语，大早上就起床背

单词，工作间隙一有空闲就练习绘画，每天都把时间排得

满满当当。现在想来虽然很累，但也充实。”终于，在杨党勋

的日夜努力与坚持下，他梦想成真。当收到河南大学美术

专业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时，他心中激动不已，那不仅是

对过去努力的肯定，更是对未来学艺生涯的憧憬。

在河南大学读研期间，杨党勋沉浸在浓厚的学术氛

围中。导师地悉心指导、丰富的学术资源、前沿的艺术思

潮，都让他受益匪浅。他开始尝试更多元化的绘画风格

和创作手法，将自己的生活感悟、情感体验融入作品中，

每一幅画都被赋予了生命与灵魂。他的作品也逐渐在各

类艺术展览中崭露头角，得到了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和

好评。其美术作品多次在省级以上画展中获奖。2011年

论文《中国近现代美术的“西化”》在美术专业期刊《美与

时代》发表。2011年《汝河边》等六幅作品在文化部主办

国家级艺术类核心期刊《艺术教育》上发表。2012年 9月

学术论文《绘画中线条的艺术表现》在中国知网发表，并

被清华大学设计学博士吴卫等学术名家的学术论文参

考引用。

三尺讲台上的美术人生

2012年，杨党勋从河南大学美术学专业研究生毕业

时，面对大学美术教师抛出的橄榄枝，他毅然选择回到

家乡。“当年我的好多校友都选择留在大学工作，但我觉

得，家乡更需要我！”怀揣着对家乡的眷恋，他回到熟悉

的家乡，成为汝州市实验中学的一名美术老师。

记者在市实验中学通往美术教室的走廊两侧，看到

一排排世界名画如璀璨星辰般镶嵌于墙上。这一幅幅不

朽之作，是艺术的丰碑，也是杨党勋为学生精心搭建的

通往艺术圣殿的虹桥。

教学中，杨党勋为了设计出一堂生动有趣、富有启

发性的美术课，常常在教案上反复斟酌每一个教学环

节。为了找到一个更能激发学生兴趣的教学案例，他会

翻阅大量的艺术书籍、浏览无数的艺术网站。在给学生

讲解绘画技巧时，从线条的勾勒到色彩的调配，从构图

的布局到细节的刻画，他一边画一边讲解，只为学生能

够听得明白透彻。当学生们在绘画过程中遇到困难时，

他总是耐心地指导，手把手地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直到

学生们露出自信的笑容。

户外写生是学生们最期待的活动之一。每到这时，

杨党勋总会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选择风景优美、富有

特色的写生地点。写生过程中，他带领学生们走进大自

然，感受阳光的温暖、微风的轻抚、花草的芬芳，引导学

生们观察自然、发现美。

“艺术来源于生活，只有用心去感受生活，才能创作

出有灵魂的作品。”在杨党勋看来，艺术教育不仅是培养

画家，更重要的是培育懂得美的心灵。学生们在他的指

导下，用手中的画笔描绘着大自然的美丽景色，表达着

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和感悟。

多年来，杨党勋教过的学生已经遍布社会的各个角

落。他们大学毕业后，有的回到学校当了美术教师，有的

自主创业开办装饰公司、美术画廊，有的在大城市从事

美术设计工作，更有些学生成为大学教师、政府艺术机

构的管理人员。在杨党勋看来，作为一名教师，最大的收

获莫过于看到自己的学生成人成才。

文艺阵地的坚守者

2013年 7月，杨党勋当选为汝州市美协主席。他在

心中默默写下：“文艺阵地既要阳春白雪，也要烟火人

间。”此后，他把这句话化作具体实践。

每年迎新春、“五一”“十一”书画展，是我市文艺界

备受瞩目的盛会，也是杨党勋最为忙碌的时刻。展前筹

备，他精心规划展览布局，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斟酌。展览

期间，他热情地为观众讲解作品的创作背景、艺术特色，

让那些原本藏在画布背后的故事生动地展现在大家面

前。

为了让更多的艺术爱好者融入这个充满魅力的艺

术世界，杨党勋还积极组织绘画交流活动，大家在交流

中毫无保留地分享创作心得、绘画技巧，这些活动就像

一场场及时雨，滋润着美术爱好者们的艺术心田，让大

家在艺术的道路上不断成长、进步。

除此之外，杨党勋还会组织画家走进社区、学校、乡

村，为居民、学生和村民们送去艺术的温暖。每年春节

前，他都会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带领美协会员挥毫

泼墨，将带着墨香的新春祝福送入千家万户。

在杨党勋看来，艺术不仅是画笔下的色彩，更是点

亮心灵的薪火。在执教生涯中，他始终坚守着“以美育

人”的信念，用画笔为学生们打开艺术之窗。作为美协主

席，他带领美协会员走遍乡野，将美育的种子播撒在田

间地头。

“艺术要服务人民”，这句朴实的话语，正是他艺术

人生的真实写照。如今他依然奔波在美育一线，用满腔

热忱诠释着艺术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正如他笔下挥洒

的水墨丹青一般，这位坚守初心的艺术家，正在乡村振

兴的画卷上描绘着清新隽永的篇章。

张沛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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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党勋

画笔写春秋 丹心育桃李
早上 6点，天边泛起鱼肚白，空气中弥漫着草木的清香，杨党勋已站在画架前，用油画笔在

画布上轻轻一点，随即手腕一转，便勾勒出牡丹的雍容轮廓。办公室堆积着学生作业，墙角摞着

尚未装裱的作品，窗外传来早读声……这间位于市实验中学的画室，承载着一位美术教育者与

艺术家的双重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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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拉会唱的赵朝义老人

杨党勋指导学生创作

《牡丹》

《汝州帖院》

《市标》

《校园花开》

近日，据我市退休教师贾顺卿介绍：“大峪镇高岭村有个 91

岁的男旦，会拉板胡。”得到这个信息，笔者一行在贾顺卿地引导

下，来到“公园里”小区，看望并采访了 91岁的赵朝义老人。

梨园情结

赵朝义，1934年出生于大峪镇高岭村，小学文化程度。酷爱

豫剧，主工青衣、老旦，能拉板胡。曾在豫剧剧目《二龙山》中饰演

吴凤英，《收岑彭》中饰演公主、《桃花庵》中饰演苏夫人等。

高岭村，自古就是戏曲沃土，田间地头常能听见梆子声。赵

家在方圆附近是出了名的“戏窝子”。父亲赵池拉得一手好二胡；

二叔赵富会拉曲胡；三叔赵宽是个厢管；大哥赵光现、七弟赵光

西精通板胡演奏，四弟赵光仁主工须生。而赵朝义自小喜欢唱

戏，尤其对旦角的唱腔更是情有独钟。

岁月记忆

1954年，海眼乡农民豫剧团成立。为提升演唱水平，剧团从

外地请来名师杨清。彼时赵朝义已能登台，但杨清要求严苛：“气

息不稳，唱腔浮！”老师心传口授，赵朝义用心学习。沙坑吹气，练气息。有时眼没

闭紧，弄的两眼沙，沙粒钻进眼角，他顾不上难受咬着牙，一遍遍用腹部发力继续

练习。此后，板胡声日日响起，从生涩的“申、江、申，申、江、申”到流畅的“二八

板”，琴弦磨破指尖，血渍染红弦线……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演唱及演奏水平有

了显著地提高。《二龙山》里英气逼人的吴凤英；《收岑彭》中悲情的公主；《陈雷献

魂》里哀婉的赵月燕……他用心演活了每一个角色。

1963年冬，《陈雷献魂》在邻村连演三场。赵朝义饰演的赵月燕有一段绕口

令般的唱腔：“看起来，她是你的女，你是她的娘；我是你的儿媳妇，你是我的婆母

娘；我是她的娘家嫂，她是个小姑娘；娘的女，女的娘；儿媳妇，婆母娘；娘家嫂，小

姑娘；上南哭驸马，往北哭父王……”词句交错，节奏极快。那夜大雪纷飞，台下观

众裹着棉袄跺脚取暖，台上他却汗透戏服。这段戏，他唱得字字铿锵，台下掌声雷

动。当日，在赵朝义老人家中提起这段唱词，他挺直腰板，手指轻叩桌沿，唱腔如

流水倾泻。末了，他拊掌大笑：“一个字没差！”

家国情怀

赵朝义的人生并非只有戏曲，他还是个有着家国情怀的人。他为人忠实本

分。1974年。他及妻子将唯一的儿子赵晓辈送到部队参军。送子入伍前夕，他还

特意演唱一板《穆桂英挂帅》出征一折，为儿子送行。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爆

发，赵晓辈奔赴前线，参加了老山、者阴山战斗，并先后入党提干。在任连队指导

员期间，他所在的连队曾荣立集体三等功一次。

戏韵悠长

在采访中，赵朝义老人还即兴演唱了《二龙山》吴凤英的优美唱段：“吴凤英

居住洛阳地，离城十里吴家营，老姓吴，吴成功，母亲娘吃斋老安宁……”尤其是

他那精彩的板胡独奏，把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

“拉弦子唱戏非常好，既动手，又动脑，身体不得病，心里没烦恼。最近，儿子

说了准备再给我买把‘美’板胡，让我好好玩呢！”说起这些，老人满脸的兴奋。

《青山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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