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口摄影人冯卫光
岳霄

冯卫光，1954 年出生，周口人，中共党员，1978
年起从事群众文艺工作专职摄影，曾在川汇区文化
馆、周口电视合工作。1985 年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
曾任河南省摄影家协会理事、 民俗艺委会委员、周
口市摄影家协会主席，现任河南省艺术摄影学会理
事、周口市艺术摄影学会主席。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冯卫光师从被誉为“山药
蛋派” 摄影家的王世龙先生，1986 年在武汉大学新
闻系艺术摄影班学习深造三年。 当时的武汉大学摄
影班是中国当代摄影教育的发端之一，摄影圈里的
人称之为“武大摄影黄埔”。

四十年来，他立足乡土，追求崇尚作品情感化
表达，用画面展示生活中的民俗、民风、民情。 他幽
默风趣、细腻洒脱的个性也渲染在作品中，擅长与
拍摄对象沟通调动人物情感表达，其作品充满生活
细节的趣味和生机，体现出中原人的性格特质及社
会进程。

他创作初期的作品《春华秋实》《牧栏情话》《小
镇姑娘》《代沟》在《大众摄影》发表后，受到摄影界
关注，逐渐崭露头角。 作品《太行祖孙》《黄河万岁》
《乡村小学》《顶梁柱》 蝉联入选全国第十三、 第十
四、第十五届摄影艺术作品展，其中《乡村小学》获
铜牌， 并被中国摄影家协会选送参加 1996 届国际
职业摄影家作品展，斩获金奖。 作品《上梁》《春院》
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十三届亚太地区摄
影展。 作品《归》获台湾中华摄影学会举办的国际摄
影大赛铜杯奖。 作品《暮归》入选中国摄影家协会举
办的十三届国际摄影作品展。 作品《出山》《祭》分别
获全国摄影大赛一等奖。 作品《陕西潼关学毛著的
老人》参展广东美术馆“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
展览并被收藏。 反映乡村系列的作品《甜》入选《河
南摄影 50 年》作品集并被河南博物院收藏。2004 年
个人作品集《陈风———淮阳太昊陵庙会》由中国摄
影出版社出版。2009 年获第一届周口市文学艺术成
果奖摄影类优秀奖。

退休后，他坚持创作，作品《中国第一庙会———淮
阳太昊陵庙会》 影展入选 2017 年第八届都匀国际
摄影博览会。 同时，积极参与我市大型摄影活动的
组织策划，还在周口市老干部大学担任摄影高级班
教师，答疑解惑、热情培养摄影新人，为喜欢的摄影
事业付出自己的热情和力量。 ②8

唯
有
人
文
足
千
秋

付
世
桢

素心俦兰蕙，馨香留人寰。 张云生先生离
开我们三年了，但他的精粹人品、精深学识、
精湛书艺，他用文史、诗词、书法、绘画为人世
间创造的真诚、质朴、良善、温和，却始终浸润
着我们。

先生逝世之时，正值疫情肆虐之时，先生
的朋友，为表达对先生的敬重，都想尽办法，
来送先生最后一程。 或电话或诗词、挽联、文
章传情达意，表达自己的哀思；文艺界的同仁
及后学者，自发通过报刊、微信群或自媒体组
织悼念，表达失却先生之痛。 在先生祭日，总
有朋友去墓前送上一束鲜花，倾一壶老酒，烧
上一份纸钱，述说不尽的哀恸。

今年，是云生先生的百年诞辰，此时的我
们，更加怀想先生，深深地怀想……

先生总让我们想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
深。他对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文史典籍，有着
后人少有的童子功， 故熟稔于心。 他寄情翰
墨，德艺双修，以二王神韵为心骨，颜筋柳骨
为羽翼，形成俊逸隽永、平和淡泊，典雅高迈
的书写风格，赢得了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
人的热爱， 他用一生的追寻为淮阳在当下书
坛争取了应有的地位。 他固守本真纯粹的书
写理念，不为浮云所动，不为名利所扰，如今
喧嚣热潮退去， 人文魅力日显， 文化力量愈
重，越发显得难得和珍贵。

先生总让我们想到“本真”。 他是一个真
性情的老人，晨练、养花，修竹、赏鱼，他热爱
粗茶淡饭、平常普通的生活，感受其中的清净
美好。 他下笔有神，笔无虚发，用心用情书写，
呈现出文化的隽永、 生活的优雅和人性的美
好。古人云，字如其人。他就是这样，用一生写
书法，用书法观照一生。 他不慕名利，不入时
俗。 在晚年，一些不必要的应酬，他都婉言谢绝。 他的心灵和生活，始终是静穆
的。 他待人热忱，面对素不相识的乡里百姓和慕名而来的外地拜访者，都是热
情接待，把要书写的内容写在白纸裁成的小本上。 为了满足求书者的需要，有
时，他还会问是要横着写，还是竖着写，是写行书，写隶书，或是楷书。 这样亲
切，让来者感到既意外又温馨。他把书法当作修身养性、陶冶身心的一种方式，
不慕名利、远离喧闹，因而他的书法、他的人生，有着不计功利的踏实和诚朴，
正因为这样，他的书法更近中国书法的本质。 一个用心研究陈州文史，用情书
写艺术魅力，呈现人性美好的学者、书法家，更能赢得人们发自内心的尊敬。

先生总让我们想到“温和”。 许多拜访过先生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
温和。回忆起先生和我们促膝谈心，追寻往事，讲解书画之道，无论是当年小院
的香椿树下，还是书房方方正正的桌子旁，他总是态度温和，声音爽朗，讲得细
致明白。 “生活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即使讲起苦难岁月中历经的坎坷、遭
受的不公，他也是惯看秋月春风。 往昔岁月中，那么多的是是非非、曲曲折折，
都被他温和包容。他的豁达胸襟、他的旷达思想、他的纯粹操守，让人想起儒家
的温和、良善、恭谨、谦让，这些在经典里熠熠生辉的词语，在先生身上都得到
印证。 君子如玉，是品正如玉，更是温润如玉。

张云生先生去了，但是先生的精粹人品、精深学识、精湛书艺，已然成为这
座城市的人文标志，并将长久地传承下去。 ②8

高昆近照

赤子军旅心 翰墨故乡情
———访著名军旅书法家高昆

记者 高洪驰

“通过举办这次书法故乡汇报
展，表达我对家乡人民的情怀，我的
根在故乡， 故乡是我难以割舍的牵
挂。 ”11 月 22 日，记者在沈丘县锦华
宾馆对著名军旅书法家高昆进行了
采访。 目前，高昆书法故乡汇报展正
在该县美术馆展出。

墙体标语引兴趣

高昆 ，1972 年出生于沈丘县 ，
1990 年高中毕业后入伍 ，后考入解
放军军械工程学院。 曾在黑龙江省
军区政治部、 原沈阳军区政治部文
艺创作室工作。 现为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 ，第三届黑龙江省书法家协
会副主席 ， 辽宁省书法家协会理
事 ，中国楹联协会会员 。 其书法作
品在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首届
“敦煌杯 ”全国书法大赛 、第五届全
国楹联书法展 、第二届 “羲之杯 ”全
国书法大赛入展或获奖 ； 出版有
《高昆书法作品集 》 《高昆书法选 》
等专著。 在部队先后荣立二等功一
次、三等功四次。

高昆自幼对线条颇感兴趣，读小
学期间，经常看到墙体上的宣传标语
和商店门头上的招牌，那上面整洁漂

亮的美术字体常常让他感到好奇，每
当看到一幅好字，他就会情不自禁地
用手指来回比画好半天，放学后仍然
不忘在用过的作业本背面模仿，对美
术字体的执着为他以后在书法艺术
上的造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上学时，高昆就对书法感兴趣。
放学后，我们到处跑着玩耍，他就在
地面上用树枝划拉着写字。 ”高昆幼
年时的同学赵腾明说。

军营里面展才华

“到部队后，新兵连经常举办书
法 、绘画 、歌咏等比赛 ，军营里的文
化活动丰富多彩。 ”1990 年 3 月，高
昆应征入伍， 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
军战士，军营里火热的文化氛围，让
他有了施展才华的天地。 高昆说，在
新兵连举行的一次书法比赛中 ，他
的作品获了奖，这更让他受到鼓舞，
写好书法作品的信心也更足了。 自
此后，每逢“八一”建军节、春节等重
大节日， 高昆都会积极参加部队组
织的书法比赛， 并主动承担起了书
写宣传标语、口号，以及绘制黑板报
的工作。

“院校里文化氛围更加浓厚 ，学

校图书馆里藏书很多， 我们经常到
图书馆选一些自己喜爱的书籍阅
读。 ”1992 年，高昆考入部队院校，在
那里他更感觉到自己知识的不足 ，
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到图书馆如饥似
渴地看书学习， 有时一待就是一整
天。 在军校的几年里，高昆得到了学
校领导的大力支持。 每逢有新学员
报到， 书写欢迎对联的任务自然而
然就落到了高昆身上。

军校毕业后， 高昆被分配到高
炮旅某部任职 。 报到时 ，正赶上该
部队举办书法比赛。 高昆就在比赛
现场写了几幅作品 ， 结果获奖了 。
当年春节 ， 高昆买来笔墨纸砚 ，手
写春联张贴在连队大门口。 部队首
长慰问连队官兵时发现那些春联
写得遒劲有力 ， 就问是谁写的 ，得
知是高昆的作品时大加赞赏 ，并鼓
励高昆继续在书法道路上努力。 领
导的赞赏给了高昆无穷的信心 ，在
连队期间 ，他完成武器研究和战备
执勤后 ， 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写文
章 、创作诗歌 、练习书法 ，他所写的
文章 、诗歌多次被 《三江晚报 》 《解
放军报 》《前进报 》 等报纸采用 ，在
连队渐渐小有名气。

助力战士成英才

后来，高昆被调到旅机关政治部
宣传科负责文化宣传工作 。 当时 ，
全军正在开展军地两用人才培养 ，
高昆就琢磨着如何找到一个突破
口 ，让军营文化更富感染力 。 经过
思考 ，他决定把书法艺术与部队文
化工作相结合 ，跳出单一的文化宣
传抓宣传 ，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部
队领导的大力支持 。 高昆先找到一
些爱好书法的战士 ，从握笔姿势等
基础动作教他们练习书法 ，有的战
士进步很快 ，爱好书法的战士也越
来越多 。 他就利用业余时间办起了
书法培训班 ， 由于一个人忙不过
来 ， 高昆就让基础好的带后来的 ，
让更多的战士加入到书法写作的
队伍中 。 一时间 ，高昆所在旅有一
千多人喜爱上了书法创作 。

高昆说：“在部队开展书法育才
活动，在唱响以军事训练和战备执勤
为中心主旋律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

开展书法等特色军营文化活动，目的
就是要满足官兵的成才需求，丰富和
活跃广大官兵的业余文化生活，提高
文化品位，促进部队思想政治建设和
精神文明建设，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
想和灯红酒绿的侵蚀，促进部队管理
和战斗力的提高。 ”

在对战士们的书法培训中，高昆
把书法学习与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
有机结合起来，围绕部队组织的各种
主题思想教育活动，引导战士们用书
法抄写文章，创作楹联、诗词等，进一
步丰富书法内涵，更深层次地教育战
士。“这种教育是融化到骨头、血液中
的，比平时讲课要好得多。”高昆还经
常邀请连长、指导员对战士们创作的
作品进行点评。每当战士们听到领导
对自己的作品赞赏时，就会感到特别
激动。

军地互动显成效

“战士通过向父母亲属邮寄祝福
书法作品， 让他们的父母感到欣慰，
有效促进了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开
展。 ”在向战士们传授书法艺术的同
时，高昆还组织战士们学唐诗、宋词，
学习国学文化，鼓励战士们开展读名
著、听名曲、赏名画的“三名赏析”活
动，鼓励战士们学诗、写诗。

春节时， 高昆还买来红纸和笔
墨， 鼓励战士们书写春联寄给父母，
让远方的亲人真切感受到孩子们的
进步，特别是家长在听到乡亲们夸赞
的时候，就更加感到光彩自豪。 他们
也会把乡亲们的赞赏通过电话告诉
部队里的孩子，并鼓励孩子要遵守纪
律多学习，形成了家长教育与部队教
育的良性互动，有效促进了部队思想
政治工作的开展。

2005 年 ，高昆被调到黑龙江省
军区工作 ，这里有三千多公里的边
防线 。 现在哨所的条件好了 ，但是
在当时 ， 许多哨所处在深山老林
中 ，时常停电 ，缺少娱乐设施 ，交通
不便 ，战士们生活单调寂寞 。 高昆
就利用检查工作的机会 ， 带上纸
张 、笔墨 ，手把手地教战士们练习
书法 ，此举不但丰富了战士们的业
余文化生活 ，提高了战士们的文化
修养 ，还使部队的管理工作由被动

变成了主动。

书法里面的哲学

“书法包含了许多的哲学思想。 ”
2009 年 6 月，高昆被调往原沈阳军区
政治部创作室工作，从此走上了书法
创作的专业道路。 在长期的书法艺术
生涯中，高昆的书法艺术理论不断得
到升华，他把书法艺术和哲学理论有
机联系到了一起。

高昆说 ，书法艺术包含了许多
哲学思想 ，书法 、兵法有许多的联
系 ，哲学中包括唯物论 、辩证法 、认
识论 ，其中辩证法与书法的联系是
最密切的 。 辩证法中有对立统一规
律 、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
律 ， 这些规律无不呈现在书法中 。
书法艺术与电影和戏曲有许多相
通之处 ，想要高潮迭起 ，就要有矛
盾冲突 ，书法作品也一样 ，书写时
要制造矛盾 。 所谓制造矛盾 ，就是
局部章法的不平衡 ，然后通过结体
线条的粗细 、俯仰 、大小等形成对
比 ，寻求章法之中的平衡 。 生活中

的油盐酱醋茶 ，有好就有坏 、有高
就有低 ， 书法中的点横竖撇捺 ，有
平就有险 、有长就有短 、有干就有
湿 ， 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
只有处理好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矛
盾才能很好化解 ，章法才能达到整
体平衡 ，只有整体平衡了 ，这个作
品才有味道 ，才算是一幅成功的作
品 。 “写书法不单纯是写书法 ，而写
的是辩证法 ，写的是思想 。 ”高昆
说 ，他最喜爱写的是大草 ，草书的
书写 ，靠的就是辩证法 ，里面线条
的粗细 、字体的收放等 ，无不包含
着哲学思想 。 “辩证法的指导是无
穷无尽的 ， 但是要辩证得合情合
理 ，写书法就要研究哲学 ，不能就
书法而写书法 。 ”

原沈阳军区副政委张铁健 评
价说 ：“高昆的草书信笔挥洒 、气势
恢宏 ，时而龙飞凤舞 、满篇生辉 ，时
而涨墨重彩 、沉透纸里 。 乍看起来
有些狂飘 ，仔细品味 ，实为狂而有
据 、飘而有根 、动 静 有 度 、意 境 非
凡 ，犹如一幅精美的画卷 ，彰显其
独有的书法功底和求美匠心 。 ”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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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的纪念

冯卫光 2019 年摄于商水县赫岗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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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卫光1979 年摄于周口牲口市冯冯卫卫光光

高昆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