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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漫笔心灵漫笔

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活动预告

个人简介

韩慧珺，河南大学美术系毕业，中国
美术家协会会员，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二、
三、四、五届理事，省油画艺委会副秘书
长，国家一级美术师，漯河市美术家协会
主席，漯河市慈善画院院长，漯河职业技
术学院美术系名誉主任、教授，中国艺术
研究院和河南省书画院特聘画家。作品多
次入选全国美展，作品入选历届省美展，
其中 《陕西行》 获“全国首届写生作品
展”河南唯一的油画奖，《塬》获“全国纪
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六十周年美展”铜
奖，《劝君莫打三春鸟》入选“全国首届宣
传画展”并获“河南省首届宣传画展”金
奖，《走进西部》获“第三届中国油画展”
铜奖，《采风》获“全国建军八十周年美展
河南展区”银奖，油画《雪情》获河南省
风景画作品展一等奖，《彼岸寺经幢》入选

“中国当代著名画家作品展”并被河南省美
术馆收藏，4幅作品入选“法国·中国第八
届文化艺术交流展”在巴黎展出，荣获

“中欧文化艺术特使”称号。出版有《当代
中国美术家·中原画风油画卷·韩慧珺》
作品集、《韩慧珺油画作品明信片》，并有
十多篇论文在多家报刊发表。

■本报记者 左素莉
油画艺术是一道耀眼的光，今年65岁的韩

慧珺一直心无杂念，向光而行。她把青春绽放出
的思想、中年沉淀下来的智慧和鬓发染霜时依然
燃烧不息的对艺术的一腔痴情，都倾注到画布
上，一幅幅唯美、内蕴丰富的油画诞生了，散发
着浓郁的芬芳。

65 年，素朴而又绚烂，泪滴与汗滴融在一
起，心灵与世界交相辉映。65年，韩慧珺画出
的最精彩的一幅油画，就是她怒放的生命。

到生活中去

从事油画创作40多年来，韩慧珺每年都要
外出写生，采一滴晶莹的露珠，撷一片皎白的云
影，体察花朵开出的寂寞，收集大山不改的笃
定，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寻觅历史遗留下来
的痕迹，观察一张张经受过生活磨难的面孔，聆
听充满乡土味的质朴话语，感动于普通人身上洋
溢着的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

2001 年，在青藏高原，慈祥可亲的女房东
沏的香香的奶茶，房东的大女儿巴西吉在土炕上
吃的又厚又香的饼，女藏胞把平时不舍得吃的香
油抹到泥蛋上保佑亲人不生病时的虔诚，画师和
喇嘛创作的富丽堂皇的堆绣和唐卡，虔诚地拜塔
的藏女，寺院随风飘扬的经幡和穿红色僧服的喇
嘛，奇异的色彩鲜艳的房子，千年不倒的古碉，她
被这一切吸引着、打动着，似乎听到了青藏高原心
跳的声音，她把感动自己的风景定格在了她的画布
上，这些写生作品充满着浓郁的西藏风情。

韩慧珺说，坚持写生40多年，河南每个市
她都去过，也走遍了祖国名山大川，去过二十多
个国家，饱尝过在风雪中冻得四肢麻木的滋味，
经历过在陡峭的山上攀援的危险，还有长时间喝
不上水的干渴，困在途中不能前行的焦灼，但最
终都被发现了美的喜悦所替代。通过外出写生，
她感到自己心胸开阔了，思维灵活了，产生了一
种创作激情，萌发出一种强烈的表现欲望，使她
想尽情地去画，尽情地去表现。

1998 年的陕甘之行，韩慧珺的一批写生作
品受到专家的一致好评，对她坚持深入生活是一
个很大的鼓励。刚到陕北时，面对一片黄褐色的
沟壑，她一时找不到感觉，不知从何入手，画了
几张也不满意，总觉得画面空洞，没有思想和情
感。她无奈停了笔，专门到村子里、到老乡家转
转，和他们交谈，观察他们的生活和喜怒哀乐，
加深对这片土地的了解。对这片土地有了感情，
就产生出了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一气呵成画出
了多幅写生作品。其中作品《陕西行》还入选全
国写生作品展并获得了河南省唯一的油画作品
奖。

韩慧珺认为，一个画家不能脱离生活，要经

常走出画室，感受大自然的鲜活和灵气，领略生
活的丰富多彩。艺术家只有真正热爱生活，反复
去体验生活、观察生活、了解生活的真谛，才能
创作出生动有内涵的作品。

画心灵轨迹

韩慧珺不是孤独求索者，她深知，交流方知
长短，切磋才有火花。2000 年，她牵头成立了
一个由本土画友组成的油画沙龙，经常一起写
生，互评画作。评论其他画友的作品时，她担心
自己观察不到位、评论不准确，有些风格自己不
熟悉，评析国外一些画家的作品时，讲不出所以
然，所以举办沙龙后，她在读专业书籍时比以前
更用心了，碰到重要的地方，还专门做上记号。
为了评论时讲得头头是道，她还熟记一些东西，
国外画家作品的风格也比以前熟悉了。画友相聚
时，担心拿不出多少新作品，或者经过画友们的
评析帮助之后，自己的水平没什么提高，所以一
评完自己的作品，她马上就投入创作中，几乎每
个休息日都用在了研修油画上。在评析画友们的
作品时，她也注意学习他们的长处。平时读画
册，看展览也比以前认真，总想学点什么。慢慢
的，有一天，她突然感到自己创作时比以前心中
有数了，速度也快了，有时来了灵感，很快就能
完成一幅作品，艺术水平也有大的提高。

为了提高创作水平，韩慧珺看全国美术展览
非常走心，总要分析入展的作品好在哪，题材、
技法有什么特点，常常是直至闭馆才出来。

她购买了很多大展画册，订阅了 《中国油
画》等杂志，有空就看看。她还从电脑上下载一
些美术讲座，认真聆听，对创作有很大帮助。和
知名画家一起写生时，她向他们求教，请他们点
评她的画作并提出建议。她经常阅读一些文学书
籍，不断丰富文化修养。她热爱音乐，学过钢琴
和声乐，参加国标舞大赛获过市教育系统冠军；
爱好文学，有多篇散文在报刊发表；擅长摄影，
摄影作品多次入选省、市展览并获奖，是省摄影
家协会较早的会员，还兼任省妇女摄影家学会理
事。她在不断地探索和汲取其他艺术门类的精华
中丰富着自己的内心，多年的坚持学习，让韩慧
珺的创作水平飞速提升。

在努力探索中，韩慧珺的作品一幅一幅地叠
加着，量的积累伴随着质的变化：在省里展出
了，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了，在报刊上发表了，并
且收获了一些国家和省展的奖牌，出版了个人作
品专辑。她有了一种沉甸甸的感慨：收获来自于
耕耘。

韩慧珺的画，风景是主体，多取材于黄土高
原、青藏高原、伏牛山、太行山及家乡沙澧河
畔，介乎具象、意象之间，带有很强的表现成
分，但不是对表现主义艺术风格的刻意追求和生
硬套用，画风恰如其人，毫无虚伪娇饰。她的
画，构图丰满，色彩斑斓浓重，笔刀并用，横涂
竖抹，在奔放的画面上，能看到她心灵的轨迹。
西方现代派绘画大师塞尚说过：“对于画家，只
有色彩是真实的，它要把历史呀，心理呀，情感
呀都藏在里边。”韩慧珺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她
认为，画画要画出自己的心灵和精神。韩慧珺创
作的走进西部系列作品之一《安塞风景》，画面
是阳光直射下的一个山坡，一条弯曲的山路带人
们走进了恬静优美的黄土高原，窑洞古朴，农人
在劳作，使品赏的心顿时远离都市尘嚣，画面散
发着黄土高原深藏的厚重的生命力，让人见识了
她得外柔内刚。她的作品《纳木错圣湖》，天空
湛蓝、湖水湛蓝，山静默、人散淡，着力凸显了
纳木错湖的神秘与纯
净，也表现出了韩慧
珺第一眼看到纳木错
湖时心灵因被震撼而
掀起的万顷波涛。

重彩绘人生

韩慧珺注定会与
绘画结缘。她从小就
对明艳的色彩、优美
的线条、流动的光影
感兴趣，拥有从生活
中提炼美的能力。

上小学的时候，
韩慧珺喜欢画仕女，
这 些 仕 女 或 花 前 独
坐，或窗边静立，或
回眸浅笑，洋溢着优

雅娴静的东方美。虽然从未学过绘画，韩慧珺却
展现出极高的绘画天赋，她画的仕女图受到很多
人称赞。

1969 年，正在上中学的韩慧珺来到舞阳县
马村乡插队，市文化馆老画家邵志成也在马村乡
参加劳动。韩慧珺经常帮邵志成买面提水，邵志
成非常感动，就对韩慧珺说：“我教你画画吧。”
在邵志成指导下，韩慧珺画的第一幅画是一名空
军飞行员。她画的空军飞行员气宇轩昂、英姿勃
发，邵志成惊喜地说：“你很有绘画天分，就跟
我学画画吧。”每天干完农活，邵志成就教韩慧
珺写美术字，画宣传画、画英雄人物等，带领韩
慧珺走进绘画的多彩世界。

1971 年，韩慧珺回城工作。邵志成给她写
了一封信，信中说：“你一定要坚持画下去，工
作再忙也不要丢。总有一天，画笔会为你开启一
个崭新天地。”每天工作之余，韩慧珺都要画上
几幅画，画静物、人物和风景。

1973 年，韩慧珺考入河南大学美术系。在
河南大学，她系统学习了绘画技巧、绘画理论、
美术史等，并在老师带领下到南阳写生。初入深
山，巍巍大山、流云飞瀑给她年轻的心带来强烈
的震荡，让她产生了画下来的冲动，一幅幅画仿
佛不是画出来的，而是山水轻盈地落在了她的画
布上，带着余温，散发着山野间甜润辛辣的气
息。

毕业后，韩慧珺先后到漯河高中、市委宣传
部、市文联工作。1992 年，韩慧珺到漯河艺术
师范工作，担任副校长。2002 年，漯河艺术师
范与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合并，韩慧珺担任漯河职
业技术学院美术系主任。她每年都要举办教师美
术作品展，而且要求必须是新作，督促老师潜心
创作，提升教学水平。她还组织老师积极参加全
国及省级美术作品展，职院美术系教师多次在全
国及省美术作品展上获奖。她每年都亲自带学生
外出写生，踏冰雪、进高原、入深山，与学生结
下了深厚感情。有学生病了，她亲自送药；有学
生扭伤了脚，她亲自护理。学生们都说，与韩老
师在一起，感受到的是永恒的春天。2013 年，
她从漯河职业技术学院退休，每年教师节，都会
收到学生送来的祝福和鲜花。

退休后，韩慧珺不计名利，多方奔走，举办
各种展览，开展艺术交流活动，举办公益美术讲
座，带领画家走进学校、农村、企业义写义画。
为宣传漯河，连续几年，每年举办一届“大美漯
河—漯河画家画漯河美展”；为助力环保攻坚，
她举办了三届漯河市环保杯美术作品大赛。她带
头每年为慈善活动捐赠一幅作品，每年举办一届

“善行漯河—漯河市慈善书画大赛”，至今已经举
办三届。为加强艺术交流，提升漯河知名度，自
2008 年以来，市美术家协会分别承接了河南省

“挥彩中原”百名油画家走进漯河采风写生和展
览活动、省“美丽中原小幅油画作品展”巡展、

“河南省第十四届中国画优秀作品展”、“河南省
优秀青年美术作品展”等。为了培养和推出美术
新秀，她策划成立了国画艺委会、油画艺委会，
至今已经举办了三届中国画展览和三届油画展
览，从中发现人才，培养新人，为繁荣美术创作
储备力量。

一支画笔画出了一幅幅佳作，也把韩慧珺的
生活涂抹得五彩缤纷。她说：“我忘不了画笔，
忘不了画布，它们像魅力无穷的精灵，吸引着
我，使我经常处于忘我的境界。在绘画创作路
上，我希望我能走得更远，画出更多好作品。也
希望与漯河的画友继续携手同行，共同开创漯河
美术事业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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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增昂
小时候，父亲在外工作，不识字的母亲

负责管教我们。母亲对子女的言传身教，让
我们懂得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那是小学生快乐的暑假时光，几乎没有
暑假作业的我，整个假期里的主要任务是放
好家里的几只羊。村北幸福渠上羊在自由地
吃草，我们几个皮肤黝黑的顽童变着花样
玩，不知谁出了个点子说玩点刺激的，赌起
了硬币，也就是一分二分五分的硬币，每人
衣兜里多的十个二十个，谁知一发而不可
收，羊吃饱自己跑回家了我们还不知道。母
亲见羊回人未回，担心出事去找时，我们还
趴在树荫下赌兴正浓。看见母亲气得瞪大了
眼睛，我知道坏了。回到家里，窝着火的母
亲把五个子女叫齐后，“啪啪”几掌打在我
的屁股上，我疼得哭了，母亲也伤心地哭
了。

母亲出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那时
还是殷实的农家。她的母亲因病去世后，她
的父亲染上了赌瘾，那时，她在睡梦中常被

“嗵嗵”的跺墙声惊醒，那是赌徒催促的信
号。她和两个妹妹常常抱着父亲的腿不放。
夜深人静时，年幼的她和两个妹妹常常被父
亲反锁在房中。有时，父亲出去赌几天几夜
不回家，闺女病了都找不着人，就这样，母
亲的两个小妹妹相继夭折。再后来，所有家
产都赌输了，老人也郁郁而终。后来，母亲
在左邻右舍的帮衬下艰难地长大成人，出嫁
时，借了一件红棉袄，嫁到了我的父亲家。

这是赌徒的血泪家史，所以，对赌深恶
痛绝的母亲，从小就教育我们：不参与与赌
有关的任何娱乐项目，要向善向上。

母亲一生勤俭，从母亲身上我们读懂了
中国农村家庭妇女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美
好品德。在生产队挣工分的年代，由于家里
只有母亲一个劳动力，一年忙到头都是“缺
粮户”，只能分配到很少粮食。为了一家人
的吃穿，母亲除参加正常的生产劳动外，还
要没明没夜地纺花织布。那时，家里的纺车
总是“嘤嘤嗡嗡”叫个不停，母亲盘腿坐在
蒲团上，煤油灯昏黄的光把母亲的身影投射
到土墙壁上，动画片一样播放着，日复一
日。棉线穗子装满三簸箕时，一匹棉布的材
料够了，接下来是看好天气，经过浆、染、
盘线等一系列繁杂工序后上机织布，编织希
望，构筑梦想。“昔孟母，断机杼”的典
故，母亲总会在这时讲给我们听。

铡草是又脏又累又危险的农活，一人过
草一人按铡刀，母亲就有过草的绝活。母亲
有力的双手把散乱的麦秸卡成木桶粗细的个
儿，用右膝压实，随着铡刀猛力按下轻快抬
起，铡出二寸多长的整齐小段，好喂牛喂
马。母亲身体前倾下压动作连续，右手一把
一把续上麦秸，铡刀“嚓嚓”有声，草堆越
来越大。尤其是哪一把没弄好过去了较长的
麦秸，母亲会在铡刀快速落下前腾出右手迅
速捞回，保证出品的质量，但铡草节奏不
减，虽是眨眼之间，容不得丝毫闪失。这可
是生产队里的技术活儿，只有两三个老把式
会操作。看着明晃晃的大铡刀在两手与膝盖
前上下翻飞，好多大男人望而生畏。我问母
亲为啥干这么危险的活儿，她说做人要争
气，不能落于人后。

不识字的母亲，用她的言传身教，教会
我们做人、做事，这是她的家教，也将成为
我们教育下一代的家教。

母亲的家教

■安小悠

一
夏日时节，不止有“小荷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的怦然心动，许多光景都
会让人心生欢喜。比如清晨，野花酿出晶莹
的露珠，蝴蝶睁开惺忪的睡眼浅尝一口。午
后阳光穿透丛林，林间的绿意便更加清雅通
透。傍晚时分，榴花掌灯，萤火虫和金龟子
飞来飞去，知了破土悄悄爬上树梢。到了夜
晚，星月浅淡，夜风徐徐吹来，人在星、月
和风的共同抚慰之下，从骨子里生出诗意，
那简直就是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刻了。

澧河南岸有一处无名小亭，那亭古色古
香，因有连廊与岸衔接，小亭便得以往河流
延伸，从远处看，由于视觉上的偏差，那亭
子如同立在河水中，于是我便叫它河心亭
了。我曾在知乎上看过一句话：“何为古今
最浪漫之事？惟湖心亭看雪。”我虽未曾去
过湖心亭，但那“天与云、与山、与水，上
下一白”的绝妙雪景，我却在冬日的河心亭
目睹过。而在夏日，与湖心亭看雪的浪漫相
媲，在河心亭吹风，亦有过之而无不及。

近水楼台之故，我便常常在河心亭吹
风。夏风是藏在一个袋子里的，被仙童掌管
着，只有当夕阳完全被暮色替代，仙童得到
风神指示，才敢慢慢解开袋子，让风徐徐而
来。于是，耳边的碎发便开始在脸颊轻轻摩
挲，微微痒，却是极舒适的。不多久，四周
皆能感知到风意了。连廊两侧的芦苇，郁郁
青青，大有将湖心亭围包之势。我背靠着河
心亭，聆听着夏风与芦苇的絮语，像是低吟
年少时最朦胧的情诗，怕人听见，又怕人听
不见。

河岸上古老的白杨树，深藏了我多年的
秘密，它枝干粗壮，树冠稠密如彤云怒放，
只有风大些，才能吹动它的枝叶，那“呼啦
呼啦”的声响，如同翻阅时光的书籍，或者
光阴的信件。我凝望良久，越凝望，便越发
觉自己的渺小，有时竟生出泪来，抬起头，
风吹进眼里，那泪水也成了一汪河，晃动出
河水的褶皱和粼波。不时有三三两两的行人
从旁路过，他们有时也会到河心亭上，但大
都只是稍作停留，感慨下夜色撩人。也有静
坐良久的，身上披着浓得化不开的心事。而
心无旁骛倚亭吹风之人，只有我。

二
阳台朝南，入了夏，傍晚时分我喜欢坐

在阳台上吹风。风是微凉的，却又有季节的

暖意，从窗户缝里溜进来，吹到人身上格外
舒适，又由于阳台上栀子和茉莉花开正好，
那风又是带着香味的。这一缕又一缕的风，
如岁月的拂尘一般，吹走了白天在尘世中沾
染的灰尘和疲惫，烦恼也似隐去了。

鲜衣怒马的青春岁月流走，而立之年以
后的我们渐渐变得恬淡。工作和生活都有了
固定的轨道，我们不再有过多的精力去尝试
轨道以外的领域。大多数日子都在复制，千
篇一律后便是麻痹。只有风吹着我的时候，
我才能感觉到我的存在，不被任何事物束
缚，不被赋予任何角色，也不隶属于任何标
准，生命回到最初的状态。叔本华有言：

“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能满足便痛苦，
欲望满足了便无聊，人生就是在痛苦和无聊
之间摇摆。”

夏风轻轻吹过，这团欲望瞬间消失得无
影无踪，只留一地微微晃动的迷离光影。我
便尽情地享受这风了，这来自河面、山峦或
者季节深处的风，这自由的风。不听摇滚很
多年，那一刻却想起了许巍的《像风一样自
由》，当旋律奏响，我似乎听见了青春最后
的呐喊，在心中千军万马奔腾呼啸，表面却
已不露声色。青春是风啊，只能感受，哪能
留得住？

有时洗完澡，我站在阳台上，风拂过我
的汗毛，如同掠过一片青黄的草地，裙衫猎
猎，轻薄的棉质布料贴在身上，我觉得我要
飞起来了。有时我在书桌前，书是摊开的，
我的心思却不在书上，风进来检阅，将书往
后翻了几页。有时我躺在床上，听风铃发出
清脆的声响，连晾衣架上的金属衣架也相互
碰撞生成一种自然的乐调，它似乎是在呼唤
着我，所以才弄出这些声响。我干脆起身，
走到阳台上，伸开双臂，将它拥在怀抱之
中。

和好友微信闲聊，互道晚安之后，我又
叮咛她，“今晚风正好，睡时在窗户上留下
缝隙，让风进来”。她回，“我在一楼，感觉
不到”。她住丁湾，我平素极羡慕她的小院
子，那院子是城市荒漠中最后的绿洲，我把
它看成是我无所皈依时的收留之地。那一
刻，听她如此说，我不禁莞尔，与之相比，
这夏日里的一缕风，竟成了我住在七楼的特
别馈赠了。

夏风草木熏

生命教育是一种全人教育，它涵盖了
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和这一过程中
所涉及的各个方面，既关乎人的生存与生
活，也关乎人的成长与发展，更关乎人的
本性与价值。

2018年9月14日上午9点，由漯河市
社科联和漯河日报社联合举办的中原大

讲堂·沙澧讲堂，将在召陵区召陵镇实
验小学举办，特邀召陵镇实验小学校长
郭琳凤，以 《生命教育——为学生的幸
福人生奠基，为家长的美好生活添彩》
为主题，讲述生命教育的核心概念、内涵
和意义。

欢迎参加。全公益，全免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