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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浩个人书画展成功举办

核
心
提
示

书为心声，与古人为伍，在心灵深处碰撞出
共鸣的火花，则是艺术家创作的原始动力，也是
所有学习书法之人必须要走的历程。书画艺术
博大精深，犹如一座座高山，无数的攀登者一生
一世都在跋涉，想去看顶峰无比绚丽的彩霞。
王羲之的幽雅甜美，颜真卿的大气磅礴，张旭
的狂放不羁，都因他们的思想融入笔墨中。

苏浩潜心研究书画从未敢懈怠过片刻，苦苦
追寻之后，终以别具一格的气势“横空出世”。他
说，在市场化的今天，艺术家最难能可贵的品质
就是不断否定自己，然后向前迈进。只有保持心
境澄澈，抛弃杂念，老老实实创作，才能游刃于有
法和无法之间，才能让作品充满情感。

淡泊、宁静，甘于寂寞，不为名利所累，默默耕
耘，在当下的书画界也算一种境界。祝愿苏浩的
书画之路越走越宽阔。本报记者 常书香 文/图

心境比技巧更重要——苏浩印象
初识苏浩，是在3年前初春的“春华秋实——苏浩书画作品展”上。

32种书体，大气磅礴，画牡丹、画竹自成一家，吸引不少书画爱好者前来
观展。以字观人，我想，这些字画的作者一定有着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在朋友的介绍下，记者终于见到了苏浩。50多岁，慈爱宽厚，严谨
少语。原来，“半路出家”的他埋头苦练内功8年，才低调“出山”。他
说，创作时始终保持着清澈的心境，比书画技巧更重要。

1956年出生于河南偃师。中国国际书画名家
协会会员、中国文学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画
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民族艺术协会副秘书长、北
京兰亭书画院理事、中国国学研究会研究员、日本
书画协会特邀理事、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苏浩自幼酷爱书法绘画，早年擅长木雕和玉
雕，自2006年以后专攻书画，初学欧阳询、柳公权
楷书，后习黄庭坚、米芾、王铎行草，深得其华，为
书画创作打下坚实基础。其书画作品个性鲜明，
行楷、草隶自成一体，牡丹、竹子画独具风格。

人物简介：苏浩

获得荣誉：
●2008年10月，获首届中国书画兰亭书画院

“书圣奖”金奖，作品入编《百名艺术家史册》，后
被中国国学研究会聘为研究员；

●2009年8月，获首届全球华人“旗手奖”最
高荣誉金奖，并授予“一代宗师”荣誉称号；

●2009年11月，荣获首届中国文艺“孔子奖”
评选活动“最高成就奖”，入编《中国艺术传奇人
物》一书；

●2010年3月，作品《博览盛世精萃》被世博
组委会收藏，同时被授予“世博中国题贺艺术名
家”荣誉称号；

●2010年5月，作品《浩气贯长虹，扬眉看中
华》入编《中华国粹大典》；

●2011年3月，作品《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
香自苦寒来》入编大型典籍《国际知名文艺家大
辞典》，同时被授予“国际知名文艺家”称号；

●2010年，被聘为世界教科组织联合协会副
主席，同时被授予“世界教科文组织首席艺术家”
荣誉称号；

●2011 年 6 月，获“2001 年—2011 年中国百
名金典艺术家”荣誉称号，同年被任命为中国民
族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会长；

●2014年3月，苏浩书画作品在台湾杉林溪
展出。 （常书香整理）

不少书画家或师出名门，
或名校科班“出身”，这两个优
势苏浩都不具备。从事中学
语文教育工作 18 年的苏浩头
脑聪颖，双手灵巧，早年痴迷
木雕和玉雕，白寨水库大型雕
塑、少林寺达摩佛祖雕像均出
自他手。

每每出门旅游，别人转商
场，苏浩却在有书画的地方迟
迟不愿走开。苏浩解释说，他
从小喜欢写字、画画，但他必须
先解决一家人的温饱问题，才
能谈梦想。

2005年，当苏浩做木雕和
玉雕有了一定经济基础后，已
近天命之年的他做出了一个让
家人朋友不能理解的决定：用5
年时间学习书画创作。尽管家
人不支持，但他还是从舒适的
偃师家里来到洛阳闹市区一个
古玩城，租了一个小小的摊位，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开始了他
的书画之路。

为鞭策自己，苏浩每
天给自己布置具体任务，
比如减少应酬，除了去厕

所、吃饭，时间全部花在习作
中。

“有时候为完成任务，经常
连续两顿饭忘了吃，可以说达
到忘我之境。”在与苏浩的攀谈
中，记者深深感到一名书画家
对梦想的坚守和敬畏。

在古玩市场，不少人写行
草，一天能卖几十幅，但苏浩一
直坚持练习小楷。他认为，小
楷是“大楼”的“地基”，“地基”
不 打 牢 固 ，怎 么 可 能 去“ 砌
墙”？就这样，小楷就临摹了三
四年。当小楷练到一定程度之
后，他才开始转向行草。

“才写不到半月，行草就像
模像样了，周围同行对我刮目
相看，这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精
神愉悦。”在苏浩的专业论文
中，他也曾多次提到楷书基础
重要性。

“只有打好基础，加强理论
学习，临摹名作名帖，方可学有
所成。”苏浩说，在基础打牢的
前提下，笔法娴熟，功力内蕴，
作品才能真实自然、节奏生动、
神韵充盈。

苏浩认为，书画理论是法则，是依据，是几千年
来中国书坛名家丰富的实践经验积累，通过长
期规范验证所形成的，这种“法则”虽然对常人
来说是“枷锁”和“镣铐”，但对高明的书画者来说
是自由的旋律和优美的乐拍，“只有遵循法则，循
序渐进，虽慢亦快，急于求成，虽快亦害”。

苏浩的书法以楷书和行草为主，兼顾欧体
和柳体，他曾临摹过黄庭坚和米芾的字。在苏
浩书画展上，记者看到的书体就有32种，而且都
大气磅礴，挥洒自如。

苏浩说，初学书画时，曾很大胆，但写到一定
程度后，越来越不敢动笔，于是，他开始怀疑自
己的水平会“就此打住”，并不停质问自己。当作
品屡次参加大赛获奖后，他才终于有了自信。

在苏浩眼里，写字、画画全靠灵性，只有综
合各家之长，写出自己的特点，书法才有出路。

一书画名家评论，苏浩书法的特点为枯中
见润，润中见苍，苍中见虚，虚中见灵，险中见
稳，就像一个人骑着马到悬崖边立刻收住缰绳，
双脚站立，让人倒吸一口冷气，却稳稳站住。

49岁重拾梦想 32种书体挥洒自如

心境比技巧更重要

苏浩牡丹作品《国色天香》

“我是第二次来杉林溪看牡丹，今年的牡
丹花开得比去年好，娇艳中带着贵气，花瓣大、
花色艳。我想知道技术员是如何控制花期
的。”台湾的柴小姐对洛阳牡丹花控技术非常
感兴趣。

台湾某银行退休员工陈阳听说洛阳牡丹花
控技术非常好，游客一年四季都能看到牡丹后
非常惊讶。他说，6年前的秋天自己曾到洛阳
出差，很遗憾没能看到牡丹花，现在花控技术
这么厉害，游客们有眼福了。

台湾和洛阳气候、土质等差别很大，洛
阳牡丹要在海拔 1600 米的杉林溪开花，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洛阳神州牡丹园常驻杉
林溪的技术员谭莹介绍，从洛阳运去的牡丹

种苗缓苗后，需要放入冷库提前过冬，低温
打破休眠，20 多天后低温冷藏发芽。春节
前 45 天至 50 天，种苗再出库进温室，缓慢升
温，开始进入正常管理养护阶段。10 天左
右，种苗开始萌动发芽，把光照、温度、湿度
调控到最理想状态，各个器官分化到位后，
再进行低温后期养护。

“洛阳比台湾气温低，刚来时我们也是摸着
石头过河，牡丹一来台湾就找到春天的感觉，很
快就发芽了。今年我们把养护时间缩短了，花
开得很好。洛阳运来的500盆精品牡丹不惜成
本空运，缩短物流时间，很快适应杉林溪气候，
所以开得很好。”谭莹说。

本报记者 常书香/文 鲁博/图

苏浩个人书画展在杉林溪举办

台湾书画家争绘洛阳牡丹

在第二届台湾杉林溪洛阳牡丹文化节期间，台湾书画
家争绘洛阳牡丹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市书画名家、苏
浩书画院院长苏浩的个人书画展，吸引了众多台湾游客驻
足欣赏。为增进洛阳、台湾两地文化交流合作，本届牡丹文
化节还举办了两岸书画家联谊会。

3月12日上午，台湾杉林溪森林
生态度假园区会展中心内，我市书画
家苏浩的个人书画展正在举行。此次
展出的苏浩精品书画作品有行草、小
楷、隶书等 60 余幅，牡丹画 20 余幅，
此外还有竹子画作。

台湾书画爱好者梁美枝在一幅6
尺牡丹画前凝望很久。她说自己自幼
喜欢画画，雍容华贵、象征着富贵吉祥
的牡丹也是她最喜欢画的题材。因在
台湾很少能看到牡丹，自己以前都是
根据想象和影视作品作画，画出的牡
丹花和叶子都不灵动。自从去年杉林
溪引进洛阳牡丹后，她就开始到杉林
溪写生。

台北市薪传画会理事阮世峰很欣

赏苏浩的小楷作品《兰亭集序》。他
说，苏老师的字写得很棒，一看就知道
很有功底。得知苏浩还会雕刻技艺
后，他对苏浩更加敬佩。中国文化源
远流长，两岸同胞血脉相连，他希望今
后多举办类似活动，加强两岸文化交
流。

为进一步加强两岸文化交流，12
日晚，杉林溪还举办了两岸书画家联
谊会。10余位书画家现场泼墨，笔走
龙蛇，妙绘丹青，个性张扬的草书、法
度严谨的隶书、漂亮的牡丹，各具风
采。大家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希望创
作出多幅优秀的书画作品。苏浩书法
艺术赢得了台胞们的阵阵掌声和喝
彩。苏浩和台湾书画家互赠书画作品。

工笔勾染法、小写意画法、大写意
画法……还有的小学生用铅笔画简笔
牡丹。上周，台湾杉林溪洛阳牡丹园
天气晴好，吸引了不少台湾书画家到
牡丹园写生。杉林溪洛阳牡丹园还
专门在牡丹园一角为画家们准备了
桌椅。

“要侧锋用笔，顺着花瓣的方向

运笔。笔上先调浅颜色，再调深颜
色，笔尖颜色深，笔肚、笔根颜色越来
越浅，水分不能太多，蘸上颜色后不
往下滴就行。”一位老者正在教一位
女士画牡丹。

杉林溪洛阳牡丹园负责人称，每
天来牡丹园作画的台湾民众有 30 多
位。

洛阳牡丹花控技术受称赞

台湾同胞争画洛阳牡丹

台湾民众争睹牡丹“芳容”

洛阳苏浩书画院院长苏浩（左）向杉林溪森林
生态度假园赠送书法作品

苏浩在挥毫泼墨

苏浩行草作品《春韵》

苏浩牡丹作品《雨后春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