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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看到马刚的人物画很有特
色并由此判定他是人物画家，那你就错
了。最初为马刚带来绘画声誉的，则是

“故乡的冬”——马刚“冬景”系列，宁静
诗意的画面，收割了大量专业级粉丝的
赞誉。

彭锋除了对马刚的人物画大家赞
赏，对马刚的风景画也青眼有加：“把
中国山水画的意境融合在油画之中，
其作品宁静、超逸、诗化、空灵的境界
提示给观众，使人感受到人与自然的
和谐、美好和温馨”；河南文学院院长
何弘解读马刚的作品“力求通过某种
比较单纯的形式而臻于宁静和悠远。
简单的画面、水平的构图是马刚创作
的主流，但马刚的绘画以不同于以创
造意境、追求宁静致远为主要特征的
中国山水画，他以油画的材质和制作
程序来描绘他的对象，于是在他的画
笔下，一棵老树、一只小船、一所茅屋
在寂静的画面中显现了出来。”

为何对“冬”情有独钟？如果说画
如其人，喜爱冬景的马刚和冬之间的关
联是什么？

“四季皆美，但冬最符合我的性格
和心境。”人贵自知，在艺术上的前进也
正源自马刚对自我的剖析和对内心声
音的尊重。

“毕业后进入自由创作阶段，就开
始选择、寻找自己最喜欢的题材。发现
开始儿时的印象和回忆最为深刻，那种
感觉最为难忘。”马刚提到“冬景”，儿时
的生活似乎扑面而来：下雪时静谧的院
子、结冰的河面、含蓄沉稳的村庄……
冬和马刚的特质“不谋而合”，听从内心
召唤的马刚，由此开启了“冬景”系列的
创作。

看过马刚的作品，中央美院博导易
英说：“马刚的油画充满诗意与抒情，画
面空灵悠远，具有唐诗、宋词之韵，他是
用油画语言结合中国画意境的典范。”
法国巴黎 ARTEC 艺术协会主席吉塔

娜称赞马刚有“圣洁的心灵、宁静抒情
的音乐画面”，美国《世界日报》艺术专
栏作家丹妮儿称“您诗一般的灵魂感动
了我，每幅画都让我在忙碌生活之中得
到安宁，感谢您给我这么美好的时刻”，
意大利米兰美术学院教授哈里森评价

“您是富有诗意、宁静、情感的艺术家，
望继续这样用心灵画下去”……

在某些人眼里，马刚的“冬景”具有
某种疗愈效果，眼睛看到画面，却直通
心灵，看了还想一直看下去。不由得再
次想起何弘的评价“当你的心灵融进这
个宁静的世界之后，你也许会在这棵
树、这只船中洞见伟大，把自己的生命
延伸到宇宙生命的最深渊源。禅，也许
就在这里出现”。

作为油画家，马刚是沉静、细致又
深邃的；作为中国人，马刚又具有热血
和豪爽的一面。作为中国油画家的马
刚，则会不断寻求突破、创新，来带给观
众新的思考和艺术的享受。

用画笔致敬“中国脊梁”
——访河南油画家马刚

本报记者 左丽慧

本报讯 (记者 成燕）昨日，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
到，入选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的73部作品正
在进行公示，其中特别奖13部，优秀作品奖60部。由省委宣
传部报送的豫剧现代戏《重渡沟》和中国文联、省委宣传部联
合报送的歌曲《小村微信群》榜上有名，入选优秀作品奖。

据了解，豫剧《重渡沟》由河南豫剧院三团创排，歌颂的
是乡村振兴实践中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新一代农民群体以
及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的乡镇基层干部优秀代表，刻画了一
个当代基层共产党员的鲜活形象，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艺术
特色。

作品《小村微信群》讲述了小村人在致富路上利用自己
的“微信群”聊打算、谈想法、出点子、传经验，一起努力打拼
的故事。作品通过邻里互助、信息共享开网店、建果园、搞养
殖、种大棚蔬菜等一个个火红场景，展现了新时代农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和奋斗历程。

据悉，本月 8日前，凡对入选作品有异议的，均可通过电
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中央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评选工作办公室反映。

豫剧《重渡沟》入选全国
“五个一工程”公示名单

本报讯(记者 成燕 秦华 实习生 李鑫）昨日，记者从省文
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历时 12天的第十届全国杂技展演已在
广西南宁艺术中心落下帷幕，河南 4个参展节目均被评为

“第十届全国杂技展演优秀节目”。此次展演活动由文化和
旅游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此次，共有来自全国33家单位的 6部杂技剧，33个杂技
节目和 7个魔术节目参加展演，近千名杂技、魔术艺术工作
者参与其中。河南省杂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侠义·蹦床技
巧》，开封市杂技团有限责任公司的《顶板凳》，新蔡县冰上职
业艺术学校的《男女技巧》和青年魔术师梁毅虎的《流光掠
影》4个节目参演。

在展演中，这四个节目得到专家同行和观众的一致好
评，被评为“第十届全国杂技展演优秀节目”。其中，新蔡县
冰上职业艺术学校的杂技节目《男女技巧》入选闭幕式演出。

据了解，本届全国杂技展演是实行文艺评奖改革之后举
行的首次全国性杂技艺术活动，一改以往对杂技、魔术节目
进行比赛评奖的模式，聚集杂技、魔术领域的顶尖级专家，采
取了“一场一评”“一剧一评”的方式，在每场演出结束后举行
专场研讨会，对各参演作品进行点评和研讨，提出有见地、有
价值的观点和意见。

第十届全国杂技展演

河南4个参展项目
均被评为优秀节目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王丹妮）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大力营造和谐繁荣的社会环境和文脉相传的城市文化
氛围，8月 3日，由郑州文化馆主办，朱长治文化艺术馆等承
办的“迎民族盛会·庆七十华诞”——2019 继往开来“康瑞
杯”中华诗词书画作品展在该馆二楼展厅开幕。 著名书画
家唐清、唐海，优秀文化志愿者朱长治、唐君庆、康华锋、郑西
合等与全市众多书画爱好者前来欣赏翰墨精品，感受书画艺
术魅力。

《宁静致远》《新春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染尘》《繁
荣昌盛》……此次展览精选了唐玉润及其弟子的豫韵丹青
40余幅，以及朱长治文化艺术馆教学成果 100余件，这些作
品反映了不同时期的中原人文风貌,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

业内人士认为，该展览将为“迎民族盛会·庆七十华诞”，
促进传统文化与新时代审美意识融合，推动全市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展现国家中心城市人文风貌起到积极作用。

据悉，该展览也是郑州自 2017年起举办“名家名派”系
列文化品牌的新篇，是全市艺术领域交流的重要形式和平
台。整个作品展将持续到8月 20日，市民可免费观看。

中华诗词书画作品展
在郑州文化馆开幕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近日，由河南省演讲与口才学会、
河南省诗歌学会、河南省直文联、最美读书声读书会联合主
办的河南朗诵第118期“八一军旗红”军旅主题诗会，在郑州
尚书房海汇中心店举行。

在战友艺术团一首《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歌曲表
演唱中，当晚的诗会序幕徐徐拉开。《七律·长征》《一声到，一
生到》《致敬，八一军旗》《我的战友，我的兄弟》《让我再敬一
个军礼》《读中国》《再喊我一声老兵》《心中的月亮》《曾经当
过兵》《军人的风采》《永生的和平鸽》《不朽》《半条棉被》《英
雄》等一首首致敬火红的八一军旗、颂扬伟大的人民军队、讴
歌最可爱的人、追忆如火军营岁月的精品力作，经过河南朗
诵界于同云、肖月、周联盟、肖洒、王琳霞、亮语、晓峰、马如
潇、李晨光等名师名家声情并茂、赏心悦目的精彩朗诵，飞到
了观众心里，让现场观众享受了一场高层次、高水平的饕餮
盛宴。

本次诗会由两位转业军官、同时又都兼任河南省直朗诵
艺术协会副主席的胡守明、李姝担纲主持。在全场合唱《中
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激昂雄壮的歌声中，“八一军旗红”军
旅主题诗会圆满闭幕。

军旅主题诗会声动绿城

本报讯 (记者 刘超峰)尽管吴龑扑出主队泰达
的点球，仍然无法阻挡天津泰达的胜利脚步。3日
晚上，中超第 21轮天津泰达主场与河南建业的较
量，泰达在点球不进、进球被判无效的情况下，由瓦
格纳和乔纳森先后破门，送建业一个2∶0。

本场比赛，由于建业绝对主力周定洋和韩轩都因
累计黄牌自动停赛一场，无奈之下主帅王宝山在后防
线上再做调整，而伊沃、卡兰加和奥汉德扎继续组成
前场进攻三叉戟威胁对手。比赛开始后，主场作战的
泰达队进攻占据主动，上半场补时阶段，建业队后卫
王上源禁区内抱摔瓦格纳，主裁判克拉滕伯格判罚点
球，阿奇姆彭主罚的点球被建业门将吴龑神勇扑出。

易地再战，泰达继续加强进攻，第 49分钟，建
业门将吴龑再次挡出阿奇姆彭禁区内射门。第 66
分钟，赵宏略改变外线下底传中的习惯踢法，突然
左侧内切四十五度吊禁区，瓦格纳头球一点首开纪
录。丢球后的建业也组织起了几次有效进攻，其中
第 83分钟卡兰加的单刀被杜佳扑住。第 89分钟，
瓦格纳争抢时抬脚过高吃到黄牌，两黄变一红下
场。补时的最后几秒，阿奇姆彭前场反抢，突入禁
区后横传无人盯防的乔纳森，后者轻松破门，将比
分扩大为2∶0。

8月 9日，建业坐镇主场迎战为保级而战的北
京人和。

建业两球不敌泰达

本报讯（记者 王微晶 刘超峰）3日，在淅淅沥沥的雨中，
由河南省校足办山娃足球携手建业君邻会主办的“许孩子一
个足球梦”——建业君邻会携手山娃足球 助力公益夏令营开
营，将近一周的足球培训与比赛，将使大山深处的孩子们再次
零距离接近足球，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与此同时，山娃足球
驻协心村第二个训练基地也正式落成，河南足球功勋教练、山
娃足球发起人王随生也获得协心村“荣誉村民”称号。

在本次爱心活动中，建业君邻会携手山娃足球为大山深
处的孩子们送上爱心足球和文化用品，孩子们又一次感受到
公益人士的拳拳爱心。该村及邻村50多名山里的孩子，聆听
了“山娃足球”公益项目团队教练们的足球课，而别开生面的
足球赛让这次爱心活动达到高潮。

山娃：许孩子一个足球梦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从
河南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获悉，在
日前于山西忻州代县结束的第二届全
国青年运动会中国式摔跤（体校组）决
赛阶段的比赛中，河南的年轻跤手们
表现出色，勇夺 6枚金牌、3枚银牌和 8
枚铜牌。

全国二青会中国跤决赛阶段的

比赛分为体校组和社会俱乐部组两
大组别，其中体校组共有来自全国 26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51 支代表队的
488 名运动员参赛，比赛设有男、女
甲、乙组共 4 个组别。经过 4 天激烈
角逐，我省年轻的跤手们不畏强手顽
强拼搏，摘金夺银获铜收获颇丰。其
中，孙洋勇夺体校男子甲组 56 公斤

级的金牌，王开放、李金龙分获体校
男子乙组 60公斤级和 70公斤级的金
牌；宾理燕、李硕琦两位女将则分获
体校女子甲组 48公斤级和 65公斤级
的冠军。值得一提的是，我省男跤手
还充分发挥团队优势，斩获了体校男
子乙组团体金牌和体校男子甲组团
体银牌。

二青会中国跤决赛河南跤手勇夺6金

每天都有着海量繁杂信息
扑面而来的互联网时代，想要
了解一个在你完全陌生的领
域，做出推动时代进步的丰功
伟绩的科技精英，想想也不是
一件易事。河南油画名家马
刚，则通过自己的画笔勾勒出
这些科技精英的人物面貌和精
神画像，在带观众认识中国科
学家的同时，润物无声地受到
了一场“精神洗礼”——8月3
日，“脊梁——马刚画笔下的杰
出科学家肖像艺术展”在京展
出，举办此次画展有何缘由、马
刚在作品中寄托了什么思想？

昨日，本报记者对马刚进
行了采访，带读者深入了解创
作出这些画作的画家马刚。

从一个展览到另一个展览，马刚习
惯通过不同的画展来总结、提升自己，
每次画展的举办，既是对之前绘画的阶
段性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另一种憧憬。

2017年 8月，“紫荆绽放——马刚
画笔下的香港风云人物展”在河南省
文化馆举行，大受好评之余，有策展人
想把这个展览带入香港展出。2017年
12 月，香港海外华文新媒体合作组织
主办的“紫荆绽放‘庆回归·迎新年’马
刚画笔下的香港风云人物油画作品
展”在香港顺利举行，同样大受欢迎。
意大利·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北京大
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彭锋认为，“马刚的
人物肖像画受学院派影响，具有超强
的写实风格、绘画语言具象中有表现、
表现中有写实，他把人物的神韵画得
恰到好处”——观众对风云人物、社会
精英的关注和好奇，为马刚带来了新
的灵感，促使他决定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伟大时刻，做一个“杰出科学家
肖像艺术展”。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70
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这与科学家，尤其是‘两弹一星’的
元勋、各领域研究专家的辛勤付出密
不可分。”深入研究过这些科学家事迹
的马刚深受感动，把他们称为中国的

“脊梁”，“为了让大家铭记这些为国家
发展作出贡献的科学家，献礼新中国
七十华诞，我想画 70位杰出科学家做
一次展览。”

说干就干。在香港画展结束后，马
刚就开始着手准备“70年 70人”的这场
盛大展览。确定人选、查阅资料、观看
影像记录……两年来，马刚的日日夜夜
都和中国科学家们交织在一起。中国
导弹之父钱学森、中国氢弹之父邓稼
先、中国探月总设计师孙家栋、中国卫
星专家王希季、物理学家钱三强、核物
理学家朱光亚、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
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第一位华人科学
家屠呦呦、中国战略科学家“高温合金
之父”师昌绪、中国血液学专家王振义、
中国物理化学家被誉为“中国稀土之
父”的徐光宪、中国现代预警机事业的
开拓者雷达工程专家王小谟、中国核潜
艇之父黄旭华、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
中国爆炸力学与核试验工程专家林俊
德、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杨长
风、量子领跑者潘建伟等等，说起他们
的事迹，马刚如数家珍。

人物确定，事迹了然于心，马刚终
于可以拿起画笔，却又面临新的问题。

“我不喜欢重复自己，艺术是追求进步
和创新的。”香港展览画过 20位风云人

物采用的方法，不能完全应用于新中国
70名科学家了，怎么突破？

经过痛苦的“自我较量”，马刚寻找
到新的丰富表达方式——素描、粉彩、
油画等多种综合表达方式，创作成为实
验和对不同纸张、材料的探索，但马刚
再次取得了成功：丰富的表达方式、绝
不雷同地展现出科学家们的精神风
貌。小处真实、大处写意，生动、艺术、
传神，令人过目难忘、耳目一新。

“科学家的事迹很多，画面呈现只
能定格在某一刻。有的我选择了在临
终前病床上坚持工作的场景，带着氧气
面罩都看不清样子，但我觉得那是最能
体现出人物精神的画面。”提起这些科
学家，马刚总是有些情绪激动，在搜集
资料的过程中，他就已经被科学家的精
神和事迹深深打动：“看到他们的事迹，
我非常感动。所以我给展览起名为‘脊
梁’，我想通过我的画笔向这些中国脊
梁致敬，也让更多的人认识他们、铭记
他们的事迹！”

“艺术不能脱离生活和时代。为科
学家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也
是我的职责。”马刚说，展览结束后他还
将向这些科学家及其后人无偿捐献出
自己精心创作的作品，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向科学家们表达最崇高的敬意。

从感动自己到感动他人

从荥阳走到世界舞台

1968 年 8月，马刚出生于“中国诗歌文化
之乡”“中国象棋文化之乡”荥阳，千年文脉的熏
陶没有让马刚走上诗人的道路，却滋润了他拿
起画笔进行诗意的表达：几岁的时候，看着绣花
的母亲，小马刚就无师自通地“创作”花样；报纸
上看到的一幅插图，也是发烧卧床时临摹在墙
上排遣病痛的乐趣；中学时代，他更是班级黑板
报的设计师，从确定主题到绘就配图乐此不疲
……“绘画”将成为他人生最重要主题的基调，
在那个时候就已悄然写就了。

1991 年，23 岁的马刚毕业于河南艺术职
业学院油画专业，5年后，马刚的作品就走出国
门，在美国旧金山展出，对年轻的马刚来说，这
是莫大的鼓舞，他把这视作一份幸运，而接下来
在洛杉矶、蒙特瑞、波特兰、纽约、波士顿等城市
举办个人油画展，则更加证明了马刚的实力。

“毕业后的那段时间是最艰难的，画作找不
到市场，绘画颜料、学习资料的费用高，长期投
入后没有收获，逐渐就会焦虑。”马刚坦言，自己
也经历过最初的彷徨，看到有的同学改行去做
装修、广告设计，“守株待兔”就能挣到钱，他也
有过思想斗争，但对绘画的热爱还是让他坚守
阵地，日复一日地静坐冷板凳，逛书店、思考、练
习、写生，自得其乐。

颜料不知用了多少支、画笔秃了多少根，为
了学习大师作品的精髓，甚至拿出一个月全部
的工资去买一本画册，“那个时候一个月的工资
是三四百元，有一次在外文书店我看中了一本
原版画册要398元，去看了好多次，存书一本本
减少，直到剩下最后一本、店员都认识我了，才
下定决心买下。”马刚的回忆中苦里带甜：物质
上是“穷”，精神上却很富足——直到今天，马刚
还保持着逛书店的习惯，每年购买书籍也要花
费上万元。1997 年、2004 年马刚还两次到中
央美术学院进修，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知识：

“绘画是需要专业知识，但其实‘功夫在诗外’，
想要有所成就，还必须学习大量各行各业的其
他知识。”马刚说，这些信息最终会形成一个人
对世界的认识、形成画家本人的思想境界和认
知高度，而这些全都会体现在作品之中。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一次走出国门办画
展，马刚只有 28岁，在熟悉他的人看来却是一
种“水到渠成”。从荥阳到北京，从北京到美国、
巴黎……世界绘画的天地里，走来了一名叫作

“马刚”的中国郑州人。

从认识世界到带他人认识世界

8月4日，中国队球员
在比赛中庆祝得分。当
日，在浙江宁波市北仑区
举行的2019国际排联东
京奥运会女排资格赛B组
比赛中，中国队3∶0击败
土耳其队，以3战全胜的
成绩夺得B组第一，直通
东京。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