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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捧初心写太行
——何海阔的笔墨世界

新乡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超

仲夏太行，郁郁葱葱，鸟鸣山幽。

端午清晨五点半，南太行天界山，云峰

画廊一片雾气蒙蒙，老爷顶云海翻腾。

云雾还未散尽，何海阔已支起画板。

灵动的手指挥动毛笔，在宣纸上划出一道

裂谷般的痕迹——这是他在太行写生的第

35个年头。

就在本月，展期一个多月的“太行太

行”——何海阔山水画作品晋京展，在人民

日报社神州书画院美术馆圆满结束，这是

新乡美协推动“太行风”地域美术品牌建设

的标志性成果。

这位扎根太行山 30 余载的新乡本土

艺术家，在晋京展的舞台上，向世人展现了

新乡独特的地域之美，用手中的笔墨将太

行精神凝练成震撼人心的视觉史诗。

“太行山于我，是师、是友、是自
我修行的道场。”在人民日报社神州
书画院美术馆的展厅里，名家云集，
观者如潮。展出的 70 余幅山水画作
品，大幅作品有 10 余米、丈二匹，画面
气势磅礴、云蒸霞蔚，令人震撼；小幅
作品两三平尺，笔精墨妙，意境悠远，
引人遐想。

著名山水画家张复兴老先生边欣
赏边称赞：“这太行画的有温度、有特
点，真正画出了可居、可游、可赏，有种

想住进画里的冲动。”
35 年前，刚上大学的何海阔，第一

次踏上太行山，便被它的雄浑壮丽深深
震撼。

“那时候，我站在山脚下，抬头望着
陡峭的山峰，那种威严带来的压迫感，
就像要把我吞噬，心中是惊愕，更是欣
喜。”何海阔回忆起与太行的初次相遇，
眼中泛起光芒，“我被它的气势所吸引，
仿佛有一种力量在召唤我，让我拿起画
笔，去描绘它的壮美。”

从那以后，何海阔便与太行山结下
了不解之缘。他常常独自一人，背着画

具，深入太行山区，以脚步丈量太行的
每一寸土地，一走就是数天。

他攀爬过陡峭的悬崖，穿行过茂
密的丛林，蹚过湍急的溪流，在行走
中不断观察、思考，寻找着太行的独
特之美。

“每次走进太行，我都有新的发
现。”何海阔说，“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天
气，太行有不同的面貌。春天，连翘花
开，满山金色；夏天，绿树成荫，清凉宜
人；秋天，层林尽染，如诗如画；冬天，银
装素裹，庄重肃穆。”

石砌的村落、斑驳的老屋、崎岖的

山路、潺潺的溪流，都成为了他画纸上
的素材。“我喜欢住在山里的老乡家，听
他们讲太行的故事，体味他们的生活。”
何海阔说，“这些经历让我更了解太行，
也让我的画更有温度。”

为了捕捉太行的瞬间之美，何海阔
往往如老僧入定，在一个点位上，一待
就是一整天。日出的朝霞和夕阳的余
晖，都带给他无尽的灵感。

“为了画一幅满意的作品，我会在
一个地方画上几天。”何海阔说，“虽然
辛苦，但看到作品逐渐有韵味时，那种
成就感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中国绘画有规律无定法”这句话
道出国画创作的核心要义。

何海阔出生于河南杞县，受父亲绘
画的影响和熏陶，他自幼也喜欢画画。
家里的墙壁就是他的画本，《水浒传》

《西游记》中的人物成了他笔下描绘的
对象。

一次偶然的机会，何海阔被五代后
梁画家荆浩所著的《笔法记》深深吸引，
尤其是荆浩所作的《匡庐图》，那磅礴的
气势让何海阔对山水画创作充满了向

往。
何海阔的山水画以传统技法为根

基，尤其擅长用水用墨、层层积染等技
法。他深入研究古人的绘画作品，从中
汲取营养。“传统是我们的根，只有打好
基础，才能进行创新。”何海阔说，“我在
学习传统技法的过程中，不断思考如何
将其运用到现代绘画中，让传统技法焕
发出新的活力。”

此次晋京展，何海阔的作品充分展
现了他对传统技法的熟练掌握。画面

中，层层积墨，虚实相生，既有传统山水
画的韵味，又有现代绘画的构成理念。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让更多的人
了解传统山水画的魅力。”何海阔说。

他并不满足于对传统技法的传承，
还积极探索现代绘画的表现手法，将现
代构成理念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

“艺术需要创新，只有不断创新，才
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何海阔在创作过
程中，会思考如何用现代的视角去诠释
太行精神，让作品更具时代感。

山与人共生

笔墨当随时代

破局与坚守

1990 年，何海阔考上河南师范大
学美术专业。在课堂上，国画的人物、
山水、花鸟，他都有涉猎，甚至工艺设计
也了解不少。

“看到山水画，脑海里会呈现出古
诗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自幼喜
欢吟诵古诗词的何海阔，因为一首诗
词，便能想出一幅画，于是他想把这诗
的意境画出来，就给自己定下了终身奋
斗目标：主攻山水画。

两年的大专学习时光，转瞬即过。
1992 年，大学毕业后，何海阔分配到河
南省新乡监狱，成了一名司法干警。但
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绘画艺术成长，每
个周末和节假日，他都要进太行山写
生，“青春的荷尔蒙都用在了绘画创作
上”。

2002 年，何海阔十年磨一剑，在新
乡举办了首次个人画展。虽然受到了
同行的赞誉和前辈的肯定，但是他在反
复审视自己的作品时，内心的失落感却

与日俱增，甚至陷入痛苦的迷茫中。“总
觉得画中缺失了太行山的风骨和灵
魂。”何海阔回忆当年的心路历程，“内
心压抑，开始怀疑、否定自己的绘画天
赋”。

骨子里的拗劲儿，促使他去寻求突
破瓶颈的方法。2003 年，何海阔来到
中国美术学院进修深造。

“老师提出把以前学的都抛弃，从
头学起，临摹古画，从宋代小品画学起，
尽量接近原画临摹。”在中国美术学院
学习期间，何海阔如饥似渴地研读大量
书籍，临摹名作，不断提升自己的理论
水平和绘画技巧。

为了寻求山水画之魂，何海阔还经
常前往杭州附近的山林写生揣摩。西
湖、灵隐寺、云栖竹径，南方山水的清秀
诗意，给了他新的灵感与启发。在学习
的过程中，他不放过任何提升自己的机
会，每次集体评画，他都认真聆听他人
意见，不断改进自己的作品，形式和笔

墨也在不断地变化和进步。
2006 年，何海阔进修归来，再次将

目光投向太行山。时至今日，他扎根太
行山，用脚步丈量山川，用画笔记录乡
愁，在创新中彰显时代精神。

艺术创作是一场精神涅槃，绘画会
因时、因境、因心而变。何海阔认为画
画如同参禅，也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
阶段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阶段看
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阶段看山
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传统技法
与现代构成理念的完美融合。厚重的
墨色肌理与跃动的线条韵律相互映衬，
既刻画出太行山的筋骨气魄，又透射着
生命温度与信仰之美。中国美术家协
会展览部主任杜松儒称赞何海阔“传统
与时代交融，为山水画创作提供了新启
示”，称其作品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创作理念的生动实践。

太行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何海阔将传承和弘
扬太行精神视为自己的文化使命。他
的作品不仅仅是一幅幅山水画，更是对
太行精神的致敬和传承。

“美哉太行！壮哉太行！”在采访
中，何海阔充满了对太行山的热爱和敬
意。他用 30 多年的时间，在太行山上
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艺术传奇。相信在
未来，他将继续以笔墨为剑，在太行精
神的指引下，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

创作中的何海阔 李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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