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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12-2013中国媒体品牌影响力（软实力）排行榜出炉，《洛阳日报》
再获“地市党报品牌十强”称号，成为中西部地区唯一获此殊荣的地市级党报。

《洛阳日报》创刊于 1948 年 4 月 9 日，前身是《新洛阳报》。1948 年 4 月 5
日洛阳解放，为消除群众顾虑，争取人心向我，中共洛阳市工作委员会决定创
办自己的报纸。4天后，《新洛阳报》创刊。1949年8月，《新洛阳报》完成历史
使命，根据中共河南省委决定，于当月11日停刊，前后共出版478期。

其间，陈天然作为报社唯一的美术编辑，在《新洛阳报》工作半年。
近日，洛阳日报报业集团委派工作人员，前往巩义市河洛镇柏沟岭村“天

然山庄”探望了这位88岁的老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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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九旬的书画大师陈天然深情忆往事——

“我也是洛报人”
本报记者 孙自豪 文/图

陈天然，原名陈冉，1926年4月生于河
南巩义，我国著名版画家、书法家，曾任河
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美术家协
会副主席和名誉主席、河南省书画院院长、
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版画家协
会常务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第
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48年8月
至1949年2月，陈天然在《新洛阳报》工作，
任美术编辑。

幽林，穹谷，天井院。
一刀，一笔，写春秋。
这便是陈天然老人的晚年生活——守

望故园，潜心悟学。
走进“天然山庄”时，我们确有一丝忐

忑：老人避嚣习静多年，我们的到来，会否
扰了他的清静？

“咚——咚——咚”院里无人，楼梯作响。
等我们循声望去，只见陈老已手扶楼

梯下完最后一个台阶——白发稀疏，唇厚、
耳阔、鼻高，目光如炬，浅白衬衫、纯白睡
裤、千层底布鞋，给人以干净朴素、和蔼可
亲之感。

我们惊喜不已，没想到陈老的精神依然
这么好，更没想到老人会亲自下楼接我们。

“啊，同事们来了，咱到客厅坐——”陈
老热情招呼我们进客厅，故意拉记者坐在
他的左侧，说是左耳听力好。

“您是1948年到报社的，比我早了整
整60年，向老同事、老前辈问好！”

“是啊，一个甲子，那时叫《新洛阳报》，
我是美编……”

说话间，老人一会儿将右腿搭在左腿
上，一会儿又放下来，紧张和激动之情溢于
言表。这个瞬间，老人的思绪已经回到了
65年前。

1948 年 8 月，中原战火频仍。22 岁的
乡村教师陈天然心向延安文艺，苦于入道
无门。

有一天，在巩县（现巩义市）街头，陈天

然看到一份宣传党的政策和解放战争形势
的《新洛阳报》，顿生希望。第二天，陈天然便
向报社发去“问路信”，同时附上了自己的木
刻习作数幅。报社很快回信，约其面谈。

河洛镇距离洛阳80公里，陈天然起早
摸黑步行一天赶到。接待他的是社长江思
元。江思元非常欣赏陈天然的天赋和勤奋，
鼓励他留在报社工作，待大局稍定，再去延
安鲁迅艺术学院拜师学艺。陈天然当即应
允，就地参加了革命。

从此，陈天然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文艺之路。

半年后，陈天然与同事曹章从新洛阳
报社借调到郑州、武汉等地，开始了新的使
命。

新中国成立后，陈天然先后在《湖北日
报》、湖北美术工作室、湖北艺术学院、河南
群众艺术馆等单位，或教书育人，或进行
诗、书、画创作，作品展销国内外，获奖不计
其数。曾有作品以周恩来总理名义，赠送国
际友人。

为表彰他为发展中国文化艺术事业做
出的突出贡献，国务院决定从1992年起为
其发放政府特殊津贴，享受终身。

“就是这！就是这！”当我们递上特意为他
准备的一份1948年《新洛阳报》复印件时，他
兴奋得从椅子上站起来，凑向门口细看。

“一张报纸，奠定了我一生的追求！”陈
老掏出眼镜，把报纸捧在手里，上看，下看，
陷入沉思。

一张报纸 奠定一生追求

“庄栋当时负责副刊，后来当了副总
编……”

“记者李彬比我早，到武汉当了文化局
长……”

“田庄是个女同事……”
“李冷文比我晚，你们肯定知道吧，是

个有名的专家……”
…………
人老健忘。但是，陈天然老人一股脑儿

说出了十几个65年前的同事以及他们共
事期间的点点滴滴。

记者的手机里存了一份新洛阳报社时
期的员工名单，一共 108 人。陈老接过手
机，把脸贴在屏幕上，一个一个地念，一个
一个地回忆。

陈老回忆说，当时条件很苦，新洛阳报
社辗转换了几个地方，都是破屋、陋院、土
墙，与农村无异。但是，大家工作积极性很
高，都有一股子革命朝气。每当收到重大胜

利消息，就立即印发号外，大家都不辞劳
苦，亲自上街叫卖。

“记者们都有枪，我是编辑，我没有。”
陈老说，洛阳当时敌特活动猖獗，记者外出
采访一般都带手枪，夜间外出采访还要背
上步枪。我们的一个同事，姓许，外出采访
时遭遇敌人，奋力抗击，因寡不敌众被敌人
残忍杀害。

“报社很照顾员工，谁家困难就想办法
给点儿补贴，还给我发过一袋小米呢。”陈
老说，当年，同事们团结得很，有一种很好
的传帮带习惯。社长江思元得知他崇拜延
安鲁迅文艺学院画家古元，拿出亲自拓印
的 30 多幅古元木刻原作给他看。副总编
辑庄栋一有时间就与陈天然探讨副刊编
辑业务。

陈老深知，年深日久，当年的许多同事
大多驾鹤西去。但是，他还是忍不住一而
再、再而三地追问：“他，还，在不在了？”

“嗯，张海的字。”
看望陈老时，我们带了几份当天的《洛

阳日报》《洛阳晚报》《洛阳商报》。老人得
知《洛阳晚报》刚刚更换了报头题字，端详
了好一会儿。张海的字，太熟悉了。

20 世纪 60 年代，在河南省美术书法
展览活动中，当时主持省书协工作的陈天
然发现在基层工作的张海，善于书法，有事
业精神，有组织活动能力，就把他借调到省
书协工作。此后，陈天然逐渐把日常工作
都交给张海去做，并给予全力支持。这，才
有了河南书法的日后辉煌。

随后，同行的集团党政办主任刘成武
向陈老介绍了集团目前现状。当了解洛阳
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已拥有《洛阳日报》《洛
阳晚报》《洛阳商报》《洛阳广播电视报》和
洛阳手机报以及洛阳网、河图网、太平洋门
户网等“五报三网”及20余个经营实体，且

日报、晚报双双跻身全国十强等情况后，陈
老连连点头，赞不绝口。

“现在的报纸真好看，图文并茂。”陈天
然老人说，当年虽然设置美编岗位，但是由
于条件所限，他在岗的半年时间，《新洛阳
报》没有刊发过一张原创插图。不过，他们
每天都用木头刻制题花、标题等。“当时有个
小个子张新民，我俩经常一块去资料室钻研
版刻，尽量让报纸好看一些……”陈老说。

“你看，现在有编辑谁谁谁，版式谁谁
谁，那个时候没有……”陈老指着《洛阳日
报》下端的信息条说，“那个时候，读者不会
知道这个版面是谁编的，更不知道还有我
这个美术编辑，但是我依旧乐于工作。”

情到深处，年近九旬的陈老认认真真、
一丝不苟地写下了“向洛阳日报、洛阳晚报
读者问好”的话。他说：“我也是洛报人
嘛！”

在陈天然老人家的二楼画廊里，我们
聊起了新闻和艺术。

他说，自己从事新闻的时间太短，
从事艺术的时间很长，两者的道理有其
相通之处。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搞艺术
也是。

“我之所以有点成绩，是因为我有生
活的体验。”陈老说，当年记者们冒着生命
危险采来新鲜素材献给读者，无形之中影
响了艺术创作。几十年来，他坚持“人一
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治学之
道，像蜜蜂那样勤奋，从生活和实践中采
取艺术之蜜。有时，一幅八开大的风景写
生，要头顶太阳画一整天；有时，一幅十六

开大的版画，要反复修改4个月。
陈老接着说，多年的劳动生活，帮

他解决了构思、构图、形象和黑白的关
系。刀法的运用，线条的变化，完全服
从于土地的结构和质感。无论是人物
活动，还是牲畜农具，都力求符合真实
生活。有一年，为了表现矿工作品的艺
术本真，他与伙伴在洛阳龙门煤矿体验
生活一个多月。

在写他的文章里，多次提到他的一句
话：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自己嚼过
的馍再嚼也很难受。生活、土地是艺术的
源泉。

这，或许就是艺术生命力之真谛。

“我的版画，只讴歌故乡。”
这是陈天然老人说的。
即使不说，大家也能看出来。
他的画，多是故乡的山川土地、人物

动态、牲畜工具、窑洞柿树等等。他说，有
些江南写生，准备刻成版画，改来改去，最
后往往脱胎换骨，变成了豫西景色。

他还说，我爱画家乡风景，画意的核
心多是土地。如果没有土地，就感觉画面
无精打采。如果撇开土地，往往不知道咋
构图、咋下笔。

“鲁迅说‘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
世界的’。鲁迅的这些话，使我下定决心
追求乡土田园的艺术风格。”陈老在一篇
回忆文章里写道，“一头扎到故乡，是否路
子太窄？否！艺术的生命来源于生活，有
生活气息的艺术才能走向世界。乡土、国
土是同一个整体，祖国、母亲是同一个含
义。表现乡土，就是表现国土，就是表现
中华民族，就是刻画祖国！”

难怪美术评论家夏硕琦这样说：在画
界朋友当中，乡土味儿最浓的是陈天然。
他的形象淳朴得像一位老农。至今乡音
不改，吃饭还是家乡的味道最可口……

陈天然的字，有一种说不出的独特，

顿挫转折、繁简穿插、气概威严。
“你们看，像不像柿树枝？”陈老指了

指门口的老柿树说，“我爷爷都不知道什
么时候种的，至少有200年了吧……”

原来，少年习字之时，陈天然穿过雪
后柿林时，看到柿树枝杈有的刚健瘦硬，
有的古雅厚重，有的苍劲飞动，一派铁画
银钩的狂草书意。此后，陈天然就蓄意在
草书中，力追柿树的神采，最终自成一体，
誉满全国。

“这是我的封笔木刻——”陈老指着
一幅名为《安居乐业》的版画说，“家门口
取的景……”

“这幅《农闲》，1981年创作……”
“这幅《山地冬播》,我经历过……”
“这幅叫《套耙》，我用过……”
“这幅《牛群》……”
“这幅《休息》……”
…………
整整一上午，我们都徜徉在艺术的海

洋里。
要告别了，陈老不舍地将我们送出

门。我们几次停下来，劝他回屋，他点点
头，站在那里。等我们再回头，他依旧站
在那里，微笑着、挥手……

1948 年 4 月 9 日，伴随着洛阳解放
的硝烟，《洛阳日报》的前身《新洛阳
报》创刊，这是我国较早创刊的地市党
委机关报之一、河南省第一家地方党
委机关报。

1949年8月，因为要支援新解放区，
《新洛阳报》停刊。

1955年1月，洛阳被确定为“一五”计
划重点建设城市，《新洛阳报》更名《洛阳
日报》后复刊。

国家三年困难和十年动乱期间，《洛
阳日报》又两次停刊。

1964年12月，毛泽东主席亲笔为《洛
阳日报》题写了报头，并沿用至今。

1981年1月1日，《洛阳日报》再度复
刊后，出版发行至今。

2009 年 12 月 6 日，洛阳日报报业集
团揭牌成立，成为河南报业的第二个“集
团军”。

如今，洛阳日报报业集团拥有《洛阳
日报》《洛阳晚报》《洛阳商报》《洛阳广播
电视报》和洛阳手机报以及洛阳网、河图
网、太平洋门户网等“五报三网”及20余
个经营实体。 （自豪）

从《新洛阳报》到洛阳日报报业集团

一朝同事 感念六十五载

一声问候 饱含无限忠诚

一片故土 积淀生命情怀

一句箴言 诠释艺术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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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天然作品

报业集团工作人员向陈天然（右）介绍报纸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