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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满意的作品是下一幅
■ 本报记者 曹 克 文 汪静文 图

“叮咚、叮咚！”６月 ４日晚，当我们如
约叩响谢冰毅的门铃时，开门的是他夫人，

一位气质优雅的女性。

穿过种满了花草的庭院，我们来到客

厅，这里的摆设更是散发着浓厚的艺术气

息：沙发的一侧是裱好的字画，橱窗里陈放

着古玩一类的展品，我们不由得脱口而出：

“这真是艺术之家啊！”

孰料，衣着便装、脸庞略带胡须的谢冰

毅幽默地自嘲道：“我哪里是什么艺术家！

我是个粗人，你看我像不像个车夫！”“车

夫？”我惊愕地问。他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

认真地说：“我原来当过车夫的……”

“你不相信吗？在恢复高考前，我干过

很多种活：当过工人、教过书、还冲过车床，

凡是能吃的苦我们都吃了……所以，当我

如愿考上河南大学美术系时，我真的感谢

邓小平他老人家，没有他，像我这样的平民

子弟哪有机会去参加高考！”

谢冰毅的一席话把我们的思绪带到了

１９７７年，那个令许多人难忘的岁月。

画坛：初露锋芒

或许是自幼浸润于六朝古都深厚的

文化，谢冰毅从小就痴迷艺术，少从学者

武慕姚习诗文、书法，并拜名家叶桐轩、贺

志伊为师，学习中国画。１９７３年高中毕业
时，没有背景的他，很自然就被挡在大学

校园外。文革时，谢冰毅虽没有机会走进

大学课堂读书，但喜欢绘画的他没有放弃

梦想。为了能读到名著，他甚至抄书；到了

酷热的夏季，习画时大汗淋漓，为解暑，他

干脆端一盆凉水将双脚往水里一放接着

画下去。有时间他还会和自己的伙伴跑到

河南大学校园里去，结交一些好学之士，

丰富自己。

１９７７年，国家恢复高考的通知一下来，
原本绝望的谢冰毅高兴地与伙伴们整整玩

了一宿。上学的机会终于来了！对早有积累

的谢冰毅来讲，高考只是一种形式，轻松

“跃”龙门拿到大学通知书太简单了。果然，

河南大学发榜那天，谢冰毅没有去看录取

名单榜，而是径直找到居委会负责人，干什

么？要体检表。“他太自信了！”负责参加体

检的人事后对他的母亲说。

的确，自信、勤奋、执著，加上坚守，让

谢冰毅在艺术王国中一路飞扬地走下去。

大学 ４年，在系统学习中国画的理论
与技法之余，他还如饥似渴研究大师们的

著作。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巴金、曹

雪芹等等，大师们的作品不断丰富着谢冰

毅的精神世界。“有一天，在早餐的咸菜碗

里我竟发现一只死壁虎，但那时学习生活

却是很快乐的。为了提高绘画水平，我们和

对面楼上的同学较上了劲，双方经常拼到

凌晨一两点。”回忆起难忘的大学生活，谢

冰毅脸上洋溢着无比的快乐。

踏实的学习精神，加之兼收并蓄、博

览群书，哲学、戏曲、文学等等，凡是他认

为与绘画相关的学科，他一一涉猎。４年大
学生涯使他在原有的基础上积淀了更为

丰厚的知识，给他日后的成功插上了腾飞

的翅膀。果然，１９９４年，在中国文化部举办
的“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中，年仅 ２９
岁的谢冰毅以作品《黄河之秋》获奖，成为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省第一个获全国奖的

山水画青年画家。他的命运再次改写，

１９８５年，正在筹建河南省书画院的陈天然
先生将他从开封一所中学调到郑州，谢冰

毅自此成为一名专业画家。

坚守：更上一层楼

随着环境的改变，新的诱惑也一同降

临。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谢冰毅周

围一些极有才华的大学同学开始涉足经

济领域，丢掉画笔，搞起装修或各种布展

等。谢冰毅自然也成为他们邀请的合作伙

伴。这样一来，钱自然挣得不少，但谢冰毅

却觉得不踏实，尤其是不痛快。随着时光

的推移，当伙伴们三三两两陆续离开绘画

创作时，喜欢绘画的谢冰毅最终还是选择

了坚守！

坚守，意味着付出、意味着寂寞、甚至是

煎熬，当许多人开始浮躁时，谢冰毅反而更

加坚定地选择坚守心中的梦想。他依旧沉浸

于笔墨纸砚的天地之间，或喜怒，或哀乐。

为了追求艺术的至高境地，他开始给自

己较劲，为构思一幅自己满意的作品，有时

需几个小时甚至通宵达旦，不满意就重新再

来。在外人看来，这无异于一种痛苦；但他觉

得值：“当笔墨纸砚成为一种与自己博弈的

对手时，甚至斗争白热化时，这正是考验自

己意志的时候，也是作品将达到一个新高

度时黎明前的黑暗。苦吗？肯定苦。俗话说，

不疯不魔不成画。但快乐也在其中，这叫痛

并快乐着。”谢冰毅依旧幽默地说。

坚守艺术之道，让谢冰毅一路上采撷

了累累果实：他的作品《山月》、《豫西秋日》

等作品先后入选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并获

奖；２００１年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再次创作《大
河惊涛图》，２００４年获得文化部中国艺术院
黄宾虹奖，２００６年为中南海紫光阁创作壁
画《大河秋涛》等，作品入选《中国现代美术

全集·山水卷》、《中国山水精神》等，出版个

人专著 ９种。如今在河南画界堪称一面旗
帜的谢冰毅，还身兼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河南省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河南美协山

水画艺术委员会主任等数职。

面对沉甸甸的果实，谢冰毅平静地说：

这些对我来讲并不重要，关键是一个人要

将绘画当成一个自我完善、自我领悟、自我

提升的人生过程；至于作品究竟如何？交给

后人、交给时间去评说。

“你问我哪一幅作品最满意，或许是

下一幅吧。”这就是谢冰毅，对绘画艺术，

他真正做到荀子说的那样：锲而不舍。

桃李满天下是最大的幸福
■ 本报记者 左丽慧

圆了不敢想的梦

“因为家庭影响，我从小比较喜欢文

艺。１９７２年到 １９７６年，同学都‘上山下乡’
了，我考上了鹤壁市文工团，有了 ６年的乐
队实践经验。”孙未告诉记者，团里当时演

出过歌剧《刘三姐》、话剧《万水千山》、歌舞

《一颗螺丝钉》《送粮》等节目，而他则是团

里乐队的队长。

孙未说，当时市里已经有推荐上大学

的指标了，他们都是令人羡慕的工农兵大

学生，而这些指标，永远不会分到文工团

里。“上大学是我的一个梦，是那个年代不

允许有的梦。”就这样，当听到恢复高考的

消息，孙未高兴坏了。他一边参加文工团上

山下乡的演出，一边复习准备。

孙未回忆，有时候文工团演出到夜里

十点多才结束，他则在演出结束后坚持复

习。当时天冷，他就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筒背

书。由于报考的是音乐专业，孙未还要准备

加考的专业课程。“我当时考的是二胡专

业，手拉琴磨出的泡疼得钻心。但功夫不负

有心人，我最终考入了开封师范学院，也就

是现在的河南大学。”

在快报到的前两天，由于上学心切，孙

未提前赶往刚考入的大学。当时正值冬季，

他背着两床厚厚的被褥，在郑州火车站转

车，从这个站台跨另—个站台，当时从火车

前面经过，火车鸣着笛就要启动，他背的东

西太多，怎么也走不动……到开封后由于

提前到校，学校还未开始迎接新生，“我从

火车站不知经过多少艰辛才最终到达学

校，现在每次看着新生入校大车小车的接

送，想起当年真不知该说是苦还是乐！”

教书育人重点在“育”

在学校时，孙未顺应“一专多能”的社会

需要，以二胡为专业，还学习了小提琴、声

乐、键盘、钢琴、作曲、指挥等方面的知识。

１９８２年从学校毕业后，孙未在鹤壁师
范学校教了两年书，又被调到鹤壁文化馆

当起了馆长。“我发现自己不太适合从事管

理工作，还是想回到校园里。”孙未告诉记

者，１９９２年，他来到郑州大学音乐系开始了
音乐教育之旅。

“我的父母都是教师，我投身教育事业

义不容辞。”孙未说，他在学校给学生讲授

的是最枯燥的音乐理论，但没有一个人逃

课，“我对学生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教育教

育，重在‘育’人。”孙未告诉记者，每当有学

生不专心听讲，他会用父母对孩子的期望

来鼓励学生。“当你在课堂上讲闲话的时

候，你知不知道背后有双眼睛在看着你？”

在孙未的开导下，学生更加珍惜来之不易

的学习机会了。

“‘老师’这两个字很重要，他面对的不

是普通的人，而是渴求知识、等待成长的学

生，未来的希望。”在这样的思想下，孙未在

课堂上的一言一行都穿插着育人的观念，

都关注着自己的言行对学生的影响。

令孙未欣喜的是，学生的表现也十分

突出。２００４年，河南人民广播电台为孙未的
毕业生录制了专辑 《青春在歌声中飞翔》，

其中学生创作的优秀作品还在河南省歌曲

创作大赛中获得了三等奖。

现在，孙未的学生遍布祖国大江南北，

他们经常跟自己的恩师联系。“每次看到自

己的学生有了进步，看到他们的消息，我觉

得特别满足。”孙未激动地说，作为学音乐

的，他在自己的作品被人唱响时常常有种

满足感，正是这种满足，使他在音乐创作和

教学中走得更踏实。

内心的安静很重要

“音乐的专业性强，不仅有文学上的要

求，还有音乐理论、基本乐理、和声学、中外

音乐史等方面的要求，在大学本科基本学

不完这些。”孙未说，在从事音乐教育时，他

也在不断加强自身的学习，虽然没有考研、

考博，但他从未放弃过自我的提高。

有象牙塔之称的大学校园虽然是旁观

者眼中的一片净土，但要在高校中保持冷

静的头脑和自我追求，还需要很强的定力。

“我想，我的时间有限，与其去考研、考博，

我还不如多研究些专业问题。”孙未告诉记

者，他曾有机会出任学校领导，但他一一谢

绝了，“我只是一个老师，只想认认真真搞

我的专业。”１９５５年出生的孙未，满头黑发，
身着淡蓝色条纹衬衣，米黄色西裤，显得儒

雅而充满活力———这跟他专心于学术研究

有很大的关系吧。

说到自己研究的专业，孙未的表情丰

富起来。“今年元月份，我出版了《中外合唱

名曲》，谱子融简谱合唱、五线谱钢琴伴奏

于一体，既适合合唱演员看简谱，又适合伴

奏人员看五线谱，挺适用的，也算是个创新

吧。”孙未介绍说，在自己的创作上，他出版

了 《孙未创作歌曲专辑》等十余张 ＣＤ、
ＶＣＤ、ＤＶＤ作品，其中，《回报》获得河南省
第十三届歌曲创作评选一等奖；《一切都给

你》成为河南年度十大教育新闻暨新闻人

物评选活动主题歌；为杨叔子院士创作的

诗词《浪淘沙·峡浪接云天》而谱的曲，也得

到了杨院士的极力肯定……

“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个教师，现在有的

一些成绩，也是通过勤奋和努力得来的。看

着自己的作品，看着自己的学生，我会觉得

很踏实，很安稳。”沉吟片刻，孙未说，对以

后，他没有考虑太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就是会继续“尽责当老师。”

孙未，毕业于

开封师范学院（现

河南大学）音乐

系，现为郑州大学

音乐系副教授、音

乐理论舞蹈教研

室主任。

感言：

大学是一个

梦，我努力圆了这

个梦。我这辈子，

学习音乐不遗憾，

当个教师不遗憾！

谢冰毅，毕业

于开封师范学院

（现河南大学）美

术系，现就职于

河南省书画院，

身兼中国美术家

协会会员、河南

省美术家协会常

务理事、河南美

协山水画艺术委

员会主任等职。

感言：

绘 画 的 过

程，其实是一个

自我完善、自我

领悟、自我提升

的人生过程；至

于 作 品 究 竟 如

何，交给后人、交

给时间去评说。

“在恢复高考前，我干过

很多种活：当过工人、教过

书、还冲过车床，凡是能吃的

苦我们都吃了……所以，当

我如愿考上河南大学美术系

时，我真的感谢邓小平他老

人家，没有他，像我这样的平

民子弟哪有机会去参加高

考！”

谢冰毅的一席话把我们

的思绪带到了 １９７７年，那个
令许多人难忘的岁月。

高考来临，再次引发

社会力量关于 “教育”问

题的探讨。作为郑州大学

音乐系副教授、音乐理论

舞蹈教研室主任及中国

音协全国钢琴业余考级

高级考官，孙未自己也曾

参加过高考，而且是恢复

高考以来第一届考上大

学的学生。高考前夕，记

者跟孙未聊起了高考，以

及音乐。

孙 未

谢冰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