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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书法曾领全国之风骚
作为书法家，杨杰很庆幸自己见证

了河南书法的发展，并同书法豫军一起
成长。在采访中，杨杰对河南书法的成
长如数家珍：上世纪 80年代初，河南省书
法家协会正式成立，这比中国书法家协会
的成立还要早一年，那个时候，河南的书
法可以说是领全国之风骚的，许多大的书
法活动，如中原书法大赛、国际交流大展
等，不仅开全国之先河，也在全国书法界
引起轰动。

河南书法起步至今已有35年，在著名
书法家张海等老一辈书协领导的努力和
带领下，走上了一条复兴之路，在全国各
类展览中，无论是从入选数量还是获奖数
量，河南书法都位居前列，“中原书风”逐
渐形成。

杨杰对河南书法的未来发展充满信
心：如今文艺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尤其是书法和老
百姓的生活联系密切，群众基础广泛，它
的社会关注度更高，“我们河南不仅是书
法大省，也可以说是书法强省。”

无心插柳柳成荫
杨杰年轻时是一个文艺青年。大学

毕业后，怀揣着文学梦的杨杰选择到省文
联，虽然做得是行政工作，不过她始终与
写作和书法同行相伴。

杨杰酷爱书法，苦练研习，曾多次参
加书法大赛，并取得优异成绩。到文联工
作后，她有更多机会向谢瑞阶、陈天然、张
海、王澄、周俊杰等前辈学习，书法进步很
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兴致盎然的杨杰
一直将书法视为业余爱好，并没有当书法
家的目标。

机缘巧合，更是天道酬勤。杨杰一步
步成长为中国书协会员、省书协理事、省
妇女书画家协会主席、省书协副主席。由
一名业余作者成为河南书法的领军人物，
杨杰这一路走来看似偶然，其实有许多必
然在其中。

让河南书法达到新高度

此次出任省书协的新一届主席，杨杰
感到肩上的责任沉甸甸的。

“我们这一届主席团成员知道自己
面对着大家更高、更大的期望。近几年，
各省的书法发展比较快，河南书法以往
的优势逐渐弱化。但我们非常有信心能
使河南书法不断前进，达到新的高度。”
杨杰表示，河南书法的基础很好，队伍
大，高手多，各级领导重视，群众中有较
强的书法根基，很多知名书法家是从河
南走出来的，全国对河南书法的认可度
很高。

“这届主席团成员大都是当今活跃
书坛的领军人物，这都是非常好的条
件。我一直在思考，怎样才能集中智慧，
发挥每一个人的优势，在带头积极践行
爱国、为民、崇德、尚艺之文艺界核心价
值观的同时，切实做到担当、奉献、服务、
引领。”杨杰对于未来有着清晰的发展
思路：整合资源、搭建平台、打造品牌、彰
显特色、面向基层。她希望带领河南的
书法队伍达到三个目标：即建设一支结
构合理、有理想、有担当、有作为、有成就
的书法豫军；创作一批能体现时代精神、
代表这个时代艺术水平的、人民群众所
认可的精品力作；让中原书风在全国有
更大影响，河南书法实力进一步增强，在
全国有更强的竞争力。

自河南省书法
家协会第六次会员
代表大会闭幕后，
河 南 省 文 联 主 席
杨杰 的 肩 上 又 多
了 一 副 沉 甸 甸 的
担子——河南省书
法家协会主席。杨杰
表示，虽有压力，但
仍有信心能够担当
起 这 份 重 担 。 近
日，杨杰接受了记
者的采访，向记者
娓娓道来自己与书
法的不解之缘。

2015年是河南文化艺术事业凯歌高奏的一年，年末岁尾的近一个月来，经过三次大会，河南省文联所属的12个协会全部完成换届，选
举产生了新一届的领导班子。省文联下属各个协会新上任的“掌舵人”作为全省各个艺术门类的推动者、引领者，对于协会未来的工作有何
构想？怎样带领所在协会为人民放歌、与时代共鸣，生产出更多富有中原特色、中原风格、中原气派的精品力作？《郑州日报》从今日起推出
对省文联所属12个协会新任主席的系列访谈，敬请关注。

——河南省文联所属河南省文联所属1212个协会新任主席系列访谈（一）个协会新任主席系列访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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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重担信心十足
作为一名职业作家，邵丽曾获第四届

鲁迅文学奖、百花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入
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作为一名管理者，
邵丽此前担任河南省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
有8年时间，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此次
高票当选省作协主席，可谓实至名归。

“当选省作协主席很惶恐，感觉自己身
上的担子更重了。不过，大家的认可和众
多文学爱好者的支持也令我很受鼓舞，信
心十足。”邵丽说，在她之前，于黑丁、张一
弓、张其华（田中禾）、张宇、李佩甫先后担
任省作协主席，这些前辈著作省身，她会向
前几任主席虚心学习，勇攀写作高峰。

“一个作家，最终还得靠作品说话。”这
是邵丽常说的一句话。这次成为全省作家
的领军人，邵丽很清楚不仅要自己写得好，
还要为大家服务好，带领大家一起创作好
作品。她希望与广大文学爱好者一起，向
前辈学习，创作出更多精品力作。

促老推新加强宣传
作为一省作协的“掌门人”，邵丽对自

己带领的这支队伍有着清醒而客观的认
识：“对于河南的作家队伍，我最满意的就
是能耐得住寂寞，默默耕耘，愿意花很长时
间去打磨一部作品，这种态度很可贵。”邵
丽说，“文学豫军”在全国文坛排在前列，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与其他文学大省相
比，我们还是有很多不足，尤其是在‘触电’
方面，我们的思想观念方面还比较保守。”

邵丽表示，未来五年，她的主要任务
就是促老人，推新人，持续打造河南作家
在全国的影响力，我们要不断完善人才激
励机制，着力培养更多有影响的文坛领军
人物。同时，还将继续做好各类文学奖项的

评选、奖励工作。此外，省作协还将成立河
南省网络作家学会，对优秀网络文学作家进
行扶持。

邵丽特别提到省委、省政府授予李佩
甫“河南省文学创作杰出贡献奖”并颁发
奖金 50万元，“这种做法在全国各兄弟省
市中是十分罕见的，这不仅是对河南文学
创作的充分肯定，同时也对河南作家起到
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向生活要创作素材
怎样的文学作品才是好作品？怎样

的作家才是成熟的作家？对此，邵丽认
为，真正好的文学作品，按周作人的说法
来说，无非体现在“物理人情”上，物理是
大道，是事物运行的基本规律，而人情则
是在环境挤压下的内心。

在邵丽看来，当下作家只是习惯于讲
故事，讲别人的故事，即使是自己的故事，
也是改头换面的、为了别人的需要而设计
的、添加了各种小说和流行元素而生产出
来的，“我认为，能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地述
说自己的生活，并反思其中的变化，是检
验一个作家是否真正成熟的标志。”

邵丽说，作家写作成功的秘诀只有一
个：深入生活。“曾有一个时期，我一直尝
试着离真实的生活远一点，不暴露作者的
面目和思想。但我觉得我的尝试失败了，
我是吃着现实主义的面包长大的，而且甚
爱这一口儿。”邵丽说，作家不能闭门造车，
而一定要多去基层体验，以她自己为例，她
前期的作品较为重视技巧，而缺乏生活的
厚度，2004 年开始，她去基层挂职锻炼两
年，收集了大量鲜活、生动的素材，从此写
出的作品开始更接地气，“所以说，深入基
层是一个作家需要具备的最基本的本领。”

她是河南作协
33年历史上首位女
主席；她只用了 8
年时间就获得了中
国文坛最高奖之一
的“鲁迅文学奖”，成
长速度之快令人惊
异；她的名字屡屡
见诸《当代》《花城》

《人民文学》等著名
文学刊物……她就
是新任河南省作家
协会主席邵丽。此
次就任，对于未来
的 工 作 计 划 是 什
么？怎样才能创作
出好作品？记者近
日采访了邵丽。

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邵丽——

带领“文学豫军”勇攀高峰

河南音乐步履铿锵
“2001 年第一次当选省音协主席时，

我激动、心奋、不安，这次当选，我心态上
多了些从容和平静。”河南音乐经过多年
的发展，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周虹也因
此更添一份笃定与自信。

周虹是河南音乐发展的见证人、亲历
者。2000年以前，河南音乐比较落后，在全
国“五个一工程”奖的评选中，音乐类的歌曲
创作奖从未有过河南的身影，这一直是河南
音乐人的痛。直到2001年，河南才有两首原
创作品入选第八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自
此，河南音乐在全国终于有了一席之地。

“那时候我们根本没有能力、也不好
意思请外面的音乐人来指导交流，自己都
觉得层次不高，怕人家笑话。”周虹说，河南
音乐人一直在努力，但不容乐观的现状却使
得他们在全国同行面前有些自卑，这种情况
从2002年开始有了变化。那年河南省启动

“郑汴洛文艺精品工程”，《木兰诗篇》《风中
少林》等四部精品横空出世，全国音乐界开
始对河南的音乐有了新的认识。多年来，河
南音乐界一步步迎来了发展的曙光。

让音乐在指尖流淌
翻看周虹的简历，会捕捉到一些让人

眼前一亮的信息：他是第一位在北京由国
家乐团演奏个人作品的河南作曲家；他的
作品在世界音乐殿堂维也纳金色大厅上
演；年轻时的他，在“上山下乡”时组建了
文艺宣传队，还曾瞒着领导偷偷报考了中
央音乐学院……

“音乐正是我一生的追求。中原大地
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创作源泉。”正是源于这份对音乐的热
爱，正是扎根于河南这片厚土，《清明上河》

《豫韵》《大河情思》《云台山素描》等旋律优
美、富有中原特色的音乐作品才能从周虹
的指尖一首首流淌出来。

周虹已经59岁了，但他从没有好好享
受过周末和假期，他不仅是一省音乐的掌
门人，他还是河南歌舞演艺集团的董事长，
繁忙的行政事务占去了他大量的时间。可
即便如此，周虹也从未停止过创作，“我是
音乐的音符，音乐是我的灵魂。白天没时
间，我就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创作。我现
在正处于创作的黄金期，只有勤于创作，这
支音乐的笔才不会生疏。”

打造“中原乐风”品牌
谈到河南音乐的现状，周虹说：“这些

年河南的交响乐、合唱、民乐取得了很大
的成就，合唱水平位居全国前列；河南交
响乐团是省级一流乐团之一；河南民族乐
团已经步入全国一流的行列。”对于不足，
周虹也不避讳：“河南音乐发展很不均衡，
也没达到一定的高度，与音乐发达省份还
有不小的距离。”

周虹说，如何把河南打造成为中国音
乐的高地，是对他本人和这一届省音协主
席团的严峻考验，接下来，省音协将加强
对新人的培养，争取推出一些音乐领军人
物，同时，提升整体创作水平，力争使河南
音乐形成一派，成就“中原乐风”品牌，在
全国乐坛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希望广大
音乐界人士能齐心协力，将河南好声音传
播得更广更远，为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做出
我们音乐人的贡献。”

这是周虹第三
次当选河南省音乐
家协会主席，河南
省 文 联 所 属 的 12
个 协 会 中 ，只 有
他 连 续 三 届 当 选
主席。 在 这 个 职
位整整 14 年时间，
周 虹 带 领 着 河 南
的 音 乐 走 出 了 低
谷，终于在全国乐
坛享有一定的知名
度和话语 权 ，“ 未
来 还 有 很 长 的 路
要走，我将带领全
省 的 音 乐 人 继 续
拼搏，力争早日将
河南打造成中国音
乐的高地。”谈到未
来，周虹踌躇满志。

河南省音乐家协会主席周虹——

打造中国音乐的新高地

“拿了这份工资，就要做好工作”
出生于豫东平原的刘杰从小就喜欢

画画，“我上小学的时候，有几个爱画画的
同学，几笔下去，一张白纸就有了生命形
象，感觉很神奇。那时候，我们几个小伙
伴一放学就聚在一起画画。”

刘杰的这个习惯，得到了父亲的大力
支持。“为了让我学习绘画，父亲送我到文
化馆学习。后来，只要听说哪个美术老师
不错，父亲就想方设法找到人家，请他们
对我进行指导。”刘杰说，这种经历贯穿了
他的小学、中学时代。

1984 年，刘杰以出色的成绩考入广
州美术学院油画系，他的作品如一曲曲
抒情的乐章，吟唱着画家对生命、对家
乡的挚爱和深情。但自从 2005 年起主
持省美协工作后，他的时间大多用在了
联络美协会员、指导创作、组织画展等
事务性工作上，对此他也乐在其中：“要
先干好工作再考虑自己的创作，你拿了
这份工资，就要做好工作，就要为大家
服务，何况这些年参与对外交流很多，
开阔了眼界，这对自己的创作也很有帮
助。”

“老中青三代同放光彩”

刘杰说，他在省美协工作了 27年，在
历届主席的带领下，河南美术界呈现老中
青三代同放光彩的局面，河南美术已经达
到了一定高度和水平。“河南美术界有一
个很好的老带新的传统，梯队建设非常
好，老中青三代没有断档。”

刘杰深知，要想保持生机和活力，要
想不断地推出人才和作品，必须持续不断

地举办各类活动，来激发调动大家的积极
性。“近年来省美协举办了 10多个在全国
产生重大影响的美术性活动，尤其是 2012
年举办的‘中原行——中国当代著名画家
大型采风活动’，邀请了全国近百名有影
响力的画家来河南采风。”刘杰说，这次活
动对河南美术在全国地位的提升，可以说
至关重要。

“当选主席更要对得起这信任”

“ 当 选 主 席 ，真 没 有 啥 特 别 的 感
受。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省美协工作，
一直都是干活的，当选了主席，今后还
是干活的。”刘杰谦虚地说，当选主席，
虽然荣誉高了，不过担子重了，干不好，
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大家，更对不起
组织的信任。

“河南美术在老一届美协主席团的
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河南美术
聚集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不管是国画、
油画，还是雕塑、版画、水彩水粉，都有
一批中青年的优秀画家，他们的水平在
省里面是非常优秀的，在全国层面也是非
常优秀的。但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大家面
前，我们的努力还远远不够，我们今后的
任务首先是继续做好中国画线描艺术展、
河南省青年作品邀请展、河南省青年美术
作品展等品牌活动。”刘杰表态说，省美协
还要往外推河南优秀画家，“目前的设想
是以河南郑州为中心，向四周辐射，把我
们河南最优秀画家创作的作品往外推，每
年去两到三个省，这样不间断地做下去，
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河南的美术，把河南
这个美术大省，真正地变成美术强省。”

12 月 17 日，河
南省美术家协会第
六次会员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了新一届
主席团，刘杰当选
主席。在与记者交
谈的时候，刘杰的
言谈举止与举手投
足之间，都透露着
一位艺术家的儒雅
气质，也彰显了作
为一位领导者的果
敢坚韧。

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刘杰——

力推河南走向美术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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