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 热点

画里寻梦寄故园
刘文清

在这春意盎然的美丽季节，“老葛画周口”美术
作品展在周口市美术馆隆重开幕了。 展览的举办，
不仅得到了众多观众的好评，也圆了一个虽不是周
口人，但自幼生活在周口、工作在周口，为周口的建
设、为周口的文化艺术奉献了青春、奉献了一生的
老艺术家的怀旧梦，更圆了众多热爱周口、在外地
工作的周口游子的思乡之梦。

周口变化日新月异，高楼越来越多，道路越来
越宽， 人们的住房越来越大， 吃住行条件越来越
好。 同时，人们的心里总有一种失落和怀恋，怀念
那充满人间烟火味的古旧弯曲街道、 港口老船、水
上木桥，怀念昔日街头商贩的叫卖吆喝声，还有巷
陌邻里之间纯真的交情和友谊……

葛庆亚老师的生花妙笔，让我们的这些恋旧乡
愁找到了落脚点。葛老师终身致力美术及摄影工作
的普及和创作，他诲人不倦，提携新秀，学生众多，
不仅享誉豫东，在省内外文化圈也是有口皆碑。 我
曾有幸跟随葛老师在周口地区群众艺术馆工作多
年。 葛老师博学多才、真诚善良、诙谐幽默，总让人
在工作的欢笑中获益良多。

捧读 、翻阅葛老师的画集 ，看到那熟悉的街
道 、建筑 、码头等场景 ，我仿佛又回到了青少年
时代 。 这些细腻 、精湛的艺术作品 ，同时也是珍
贵的史料 。 葛老师用画笔 、用爱家乡的赤诚之心
为我们记录和描绘了周口的沧桑岁月 、 城市记
忆 ，帮我们复原儿时的生活场景 ，找回远离家乡

的思念与乡愁 。 这些作品还为周口申报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 ，提供了极其珍贵 、翔实的历史文化
佐证 。 感谢葛老师的一双慧眼 、一支妙笔 ，帮助
我们从艺术的角度 ， 重温这座城市的过往岁月
和昔日繁华 。 掩卷沉思 ，画集出版和展览举办的
现实意义 ，远远超越时空界限 ，维系了我们这些
国内外游子对家乡周口的牵挂与向往 ， 使我们
愿意常回家看看……

祈愿葛老师艺术之树常青，我们期待葛老师描
绘大美周口的《沙颍百里图卷》佳作问世，让人们得
以观赏现代周口版的《清明上河图》！

（作者系浙江传媒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
会员。 ）

融入血脉的城市记忆
———观“老葛画周口”美术作品展随感

王爱民

“‘老葛画周口 ’———葛庆亚美术作品展暨周
口南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修缮成果展 ”， 于 4 月
28 日至 5 月 12 日在周口市美术馆展出。 4 月 28
日上午，来自省内外美术界、摄影界的大咖及参展
嘉宾，齐聚七楼美术展厅，参加揭幕仪式 。 “老葛
画周口”美术作品展，收集了葛庆亚老师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创作的周口市区、淮阳古城的风土人情、
城市风貌、世事沧桑画作 150 多幅，再现了半个多
世纪以来周口的历史发展、城市变迁、人文景观 ，
是珍贵的历史文献。 展览期间，参观者好评如潮、
赞不绝口，称葛老师的画作为周口版的《清明上河
图》 和周口城市发展的活化石。 “老葛画周口”美
术作品展，为各界人士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大餐、视
觉盛宴。

一是高超的艺术价值。从“老葛画周口”美术作
品展中可以看到几个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局部
画作用笔兼工带写， 同一幅作品中结合了工笔与
写意两种绘画手法，能够展现出物象的形神兼备，
既有工整细致的笔法来准确描绘物体的形态 ，又
有较挥洒的写意笔法来表现作者的情感和气韵 。
整体画作如表现城区风貌的画作， 构图多采用鸟
瞰式全景法， 真实而又集中概括地描绘了当时周
口市区和淮阳古城的历史风貌、城市风骨，画面整
洁有序、繁而不乱、严密紧凑、脉络清晰。 画中所摄
取的景物， 大至寂静的河流湖泊、 宽广的街道马
路、高耸的房屋建筑，小到船舱里的渔民 、地摊上
的货物、墙上的文字、室内的陈设，形象逼真、栩栩
如生。 画面中，穿插着各种情节，组织得错落有致，
同时又具有情趣。 特别是人物速写，用笔简练，线
条表现力强，形神兼备，呼之欲出。 整体画作具有
很高的艺术价值，给人以赏心悦目的享受。

二是珍贵的城市记忆。随着城市建设的日新月

异和城区的快速扩张，棚户区改造的步伐加快，城
市面貌变化很大， 老周口市区及淮阳古城的记忆
渐行渐远， 后人只能从流传的文字描述中依稀想
象城市的旧貌。 而葛老师的画作， 留住了城市记
忆，弥补了这一缺憾，让人们能够直观地了解半个
多世纪前老周口市区及淮阳古城的旧城风貌。 作
品真实再现了城市的过往岁月和昔日的繁华 ，为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延续
城市文脉、化育城市灵魂提供了依据，使得周口南
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修缮工作进展顺利。 滨河景
观带、红石巷、李家当铺、大渡口、普渡门等的恢复
重建，关帝老街、荷花渡商业街区的景观改造等 ，
都是在葛老师写生作品的基础上进行的。 他的作
品为旧城改造和文化街区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图
文并茂的文史资料和参考依据。

三是表现主题的深化。“老葛画周口”美术作品
展，从不同角度扩展人们的精神视野，提升人们的
精神品位，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这些作品不是简
单的临摹复制，而是一种再创作，这种创作 ，源于
生活、反映生活、服务现实，赋予作品新的生命力
和活力。 周口曾是商贸重镇，航运发达，市内商店
林立，建筑风格迥异。 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建设
百废待兴，画面中的城市街道充满着新气象、新变
化，人们安居乐业，城市气象万千，学校、商店、机
关、民居，热闹的集市、骑车的行人、喧嚣的航运 、
书摊前看连环画的儿童、元宵之夜的灯火辉煌……
这些逼真而又灵动的画作，充满着祥和气氛，真实
记录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时世变迁，人们安居
乐业，城市充满了烟火。 画作表现了对新生政权的
期待和赞许、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涵盖了求真 、向
善、尚美的需求。 他通过创作这种特定的精神文化
作品，来丰富和满足人们的精神世界，进而实现其

对精神价值的追求，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歌
颂新时代、展现新征程。

四是一代名师的风范。葛老师喜欢周口这座城
市，把周口当作他的第二故乡，把他的生命和追求
的事业都融入这座城市。 他正在创作一幅长近 70
米、宽 1 米的画卷，展现西起西华逍遥镇 ，东至沈
丘槐店镇的百公里沙颍河两岸的自然风光， 表现
新时代周口在政治经济、交通运输、城市建设 、文
化教育、人民生活、民风民俗等方面的巨大变化 。
这种敬业和执着， 这种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的精
神，令每一位参观者感动不已。 葛老师一生重视对
文化艺术的传播，潜心培养美术摄影专业人才，桃
李满天下，他的学生有些成为享誉全国的名师、大
咖。 葛老师身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
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获奖无数 ，可谓
功成名就，世人敬仰，一般人不能望其项背。 但是，
他为人谦和，处事谦恭，终其一生从事文化艺术事
业，不为名利所惑，不为物欲所诱，不为权势所屈，
不为浮华所动，坦荡做人，清白做事，勤奋敬业，鞠
躬尽瘁，为社会和谐提供真善美，为百姓创造精神
食粮，为艺术奉献自己的一生，这种精神值得我们
每一个人学习、敬重、追随和传承。

（作者系周口市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 ）

������在 周 口 市 美 术 馆 展 出 的 “ ‘老 葛 画 周
口 ’———葛庆亚美术作品展暨周口南寨历史文
化街区保护修缮成果展” 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
目光。 红石街、五间楼、磨盘山、大渡口、水灌台、
二板桥、 三连坑……葛庆亚用心、 用情手绘的
150 多幅作品，记录了周口老城区原生态的市井
风情，不仅展现了其美术成就，还留住了城市文

脉， 体现了周口南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修缮工
程阶段性成果。

一件件承载着城市变迁的作品，唤起了周口
人的城市记忆，也让老一辈人口中描述的“老周
口”具象化，人们纷纷前来，在这些艺术作品中感
受城区新变化，共赴视觉盛宴。 本版特别策划刊
发“老葛画周口”美术作品展观感，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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