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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不改，弦歌不绝。”新中国成立后，我市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他们之中有的成为国内知名艺术
家，甚至名扬海外。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广大文艺
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
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我市的文艺工作者是这样铭记
的，也是这样做的。一直以来，辽源的艺术家、文艺工作者、文艺爱好者“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走出辽源的，在各自领域均是骨干
力量，成为辽源人的骄傲；生活工作在辽源的，则在辽源市文联的领导下，积极投身参与辽源的文化建设，为家乡打造了一张又一
张文化名片。

品辽源文化 读辽源名家（三）

——记辽源美术名家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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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文——

能纳百川方为海
修成老蚌自蕴珠

钱文（钱十茁），1962年 12月出生。1986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美
术系；1995至1997年，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九届硕士研究生班学习；
2001年12月，赴欧洲五国（德法意奥梵）考察学习。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辽源第一个中国美协会员）、吉林省美术家协会综合材料艺委会副主
任、吉林省油画学会副主席、吉林省陶艺协会副主席、吉林省画院特聘画
家、辽源市政协常委兼文教委副主任、辽源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吉林师范
大学辽源分院教授。多年来，致力于油画教学、研究，多部作品获省和国
家奖励。目前在辽源地区乃至全省油画界处于领先地位。

多年来，钱文一直行走在创作与奉献文化事业的路上。钱文的众多
作品获得了众多国内外大奖，他的多篇学术文章分别发表在《光明日报》
《辽源日报》等权威媒体；多次为辽源争得荣誉并受到市委、市政府的多
次表彰。1999年，他组织策划了辽源首届青年油画展并被写入辽源史
志；2013年，在福寿宫举办庆祝辽源设治建成百年首届美术大展。近年
来，辽源的美术家在钱文的带领下，积极响应习总书记号召，曾16次深入
基层、扎根人民，到基层送美术，分别到过辽源武警部队、辽源预备役炮
团、安石小学、石河小学、银鹰制药、东丰农民画馆等单位。在他的带领
下，辽源的美术家积极参加每年一度的吉林省美展并取得优异成绩，尤
其是 2017年辽源获奖情况在吉林省各地（州）排名第一；2017年，辽源美
术工作者 120余人到辽源矿务局开展《纪念周思聪先生来辽源深入生活
37周年》写生笔会活动；连续 3年带领辽源青年骨干画家看望辽源老画
家；2018年，为辽源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捐赠 70余件书画作品。今
年 1月，钱文为长春机场航站楼辽源贵宾厅创作了壁画《多娇鹿苑》；4
月，钱文个人画展“流淌与凝固”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暨人民政
协成立 70周年”系列艺术活动之一，在沈阳鲁迅美术学院美术馆正式开
幕。这是新中国成立 70年以来，沈阳鲁迅美术学院首例个人画展，也标
志着辽源文化艺术走出辽源、走向全国。此次画展，更得到了域内外美
术专家同仁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杨小薇——

观“酸甜苦辣”
绘“百态人生”

杨小薇，1972年 11月出生，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
士研究生，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中国长城书
画院理事、吉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辽源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辽源
市女画家学会主席。

天生自带美术天分的杨小薇，自会拿笔就时常在纸上画着属于
自己的“作品”。上小学后，更是先后在作业本上临摹过近百幅小人
书中的人物，逐渐长大的她对人物速写尤为喜欢。1991年顺利考入
四平师院（今吉林师范大学）美术专业。如愿考取自己喜欢的专业，
可以天天与画为伴的杨小薇如鱼得水，常常在画案前一站就是一
天，拿起画笔便忘了时间。曾有多次因为进入作品的意境，如痴如
醉而画到了午夜时分。

在求学期间，往返家和学校的途中，候车室和列车车厢内的旅
客都成了她的流动“模特”，她随身携带速写本，逢人就画。观察着
风格各异的旅客，记录着生活的喜怒哀乐，也因此为日后的人物作
品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毕业后，她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人民教师。2013年，杨小薇考
取了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的硕士研究生。2014年 6
月调入文化系统，任市群众艺术馆美术部主任。

由教育工作者转换成文化工作者，杨小薇迅速转变角色，努力
工作，积极参与组织多项文化活动，沟通协调省文化部门与市文化
部门美术各项工作，组织策划多个省、市展览，还免费面向全市群众
开展多期中国画、版画等美术专业的知识培训。

在个人美术道路的成长上，她一直在不断求索，作品多次参加
全国、省、市展览，力求创精品求佳作，努力提高个人专业水平。曾
经 2次获得中国教育部主办画展奖项，7次获中国美协主办画展奖
项，5次获吉林省美协主办画展奖项，3次吉林省文化厅主办的画展
奖项，1次入围南京国际美展、一次入选嘉兴国际漫画展，参与多次
吉林省、辽源家乡各种主题画展。

曾有极具影响力的美术名家评价杨小薇和她的作品说：她是
当代青年女画家中的佼佼者。她的国画作品清净婉约、宁静致远，
无论是人物画还是花鸟画，意境唯美，又充满时代气息，其清新的
画风如一股清流，扑面而来。透过作品中她对形象的文化定位，浸
润出的是宁静、澄明的精神世界，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艺术感染
力，尤其是能针对不同的人物形象感觉的丰富性，创新发展一种新
的笔墨情趣和个性语言，真所谓“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
放之外”。

李晨——

用“国画”向祖国告白

李晨，六零后生人，毕业于吉林师范大学美术学专业，中国美术家协会
会员、中国女美术家协会会员、吉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辽源市美协副主
席，现供职于辽源市书画院，专职画家。曾进修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何延
喆北宗山水画高研班、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进修于中国民族艺术研究
院中国画高研班。先后跟随石立福老师、何延喆导师、杨秀臣导师学习中
国画传统技法、构成、创作等。

受家庭影响，李晨幼年开始习画，十几岁跟随哥哥李泰来学习速写、素
描、色彩等基本功，为她日后的国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她也扎实地
掌握了中国画的写意、工笔、小写意等技巧。李晨擅长国画，尤其是山水画
和花鸟画。山水画以北宗山水画见长，而花鸟画则以芦花为主。其芦花作
品多次参加全国大展均获奖或入选。

近年来，李晨的国画水平炉火纯青，尤其是2015年以来，全国各类画
展的入选、获奖不计其数。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获奖作品有：《黎明》入选
201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 70周年吉林省美术作品
展；《爷爷的村庄》荣获2016年“红色记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
吉林省美术作品展获二等奖；《雪皑皑道曙光》荣获2017年喜迎党的十九
大“光辉历程”吉林省美术作品展二等奖；《寂静的秋天》入选2016年“万年
浦江”全国中国花鸟画作品展；《祥瑞》入选2016年，“翰墨青州”全国中国
画作品展；《归舟》入选2017年“悲鸿精神”第二届中国画作品展；《家园》入
选2017年“逐梦。威海卫”中国画作品展；《乡情》入选2017年“重温经典”
第三届娄东（太仓）全国山水画双年展；《舟》入选“女性与时代·百年中国女
性艺术大展，特展”；《瑞雪降人间》入选2017年“吉祥五台山·中国画艺术
展”；《芦花情真》获2018年吉林省美协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天道酬勤
日新月异）作品展二等奖；《故园春韵》入选2018年“时代华彩·首届女美术
家作品展”。此外，2016至2018连续三年获得吉林省美协主办的展览二等
奖；2017、2018年连续两年获得在吉林省文化厅主办展览“最佳作品”（最高
奖）。2019年3月，参加《三月·与美丽同行》中国女美术家作品邀请展，《芦
花系列》作品在中国国家画院展出。2019年4月，作品《冬韵》入选第三届

“弄潮杯”钱塘江全国中国画展。
虽然多个作品入选国家级高端画展，连续多年获得高含金量的荣誉奖

项，但李晨并没有因为荣誉而骄傲自满，反之越发踏实创作，并暗下决心要
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传统国画以及爱国题材的红色“作品”。

李晨说：“成绩的取得，要感谢多年来我曾经工作过的十二中学、十三
中学以及现在的辽源书画院领导、同事们对我的支持和理解，他们给我时
间和场地，让我潜心钻研国画。我的创作灵感来自辽源家乡这片热土，虽
然已年愈五十，但感觉我的艺术之路才刚刚开始。今后，我会一如既往潜
心创作，将中国画传承并发扬光大，用画笔讴歌辽源的时代英雄、祖国的科
技文明！”

李纯澄——

花甲之年提画笔
百里东辽入卷来

李纯澄，字秋实。1947年生于东辽县云顶镇云顶村，自幼热爱爱
美术。从农民到煤矿工人，是他 60岁之前的人生轨迹。60岁退休
后，他开始了诗情画意的晚年生活。写人生回忆录、用诗画的形式表
现东辽特有的民风民俗等。2012年，申请成立东辽县农民书画协会，
65岁的李纯澄开始带领百人创作团队，历时五年，走遍东辽县的 233
个自然村，做到一村一画一诗，最终出版了《百里东辽入画图》一书，
也实现了他写遍东辽、画遍东辽的梦想。

儿时的李纯澄就对小人书等带有图画的刊物很痴迷，常常因为
在邻居家看图画而忘记了回家吃饭。青年、中年时的李纯澄迫于生
活的压力，白天下矿井干活，只有晚上睡觉前才能奢侈地将构想的美
好画面放在心上、记在脑中。李纯澄 60岁退休后的第二天，他便背起
画板，骑着自行车，走村入屯，画他熟悉的牧童、村姑和大美东辽的一
草一木。乌龙山、红叶岭、鴜鹭花海、冰雪世界……一路走一路画，一
路见证新中国成立 70年来东辽大地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了尽快实现他村村入画的梦想，2013年，66岁且从未碰过方向
盘的李纯澄毅然决定学习开车考驾照。凭借这股工匠精神，他将用
心凝结的 500余幅画作和 300余首诗篇，装裱成 17个长卷，其中，最长
的达 45米，立轴 400多幅。

出版的《百里东辽入画图》全书以东辽县自然风景为主要内容，
贯穿全县 233个自然村，设计制作了“百里东辽尽朝晖”“东辽十景”

“一村一画”“地名由来”“乡土人物”“关东民俗”“东辽传说”等七个板
块。内容既突出东辽农耕文化的鲜土明特色，又彰显东辽人在多村
振兴中勤劳勇敢、奋发图强的精神风貌。

李纯澄用诗咏画，直抒胸臆：“当年立下四海志，不料一生看此
山”“暮年欲圆乡土梦，遍画东辽未了情”。他更是把朴素的人生态度
附于字里行间：“大生道路有长短，恰似行进在乡间。时有坎坷时平
坦，随遇而安顺自然。”

郭荣梅——

农民画家与“农民画”

郭荣梅，1972年出生于东丰县红石乡红榔头村。1993年毕业于四平师范学院艺术系，全国十
佳农民书画家，中国农民书画研究会理事；全国百名优秀农民画家、吉林省美协会员、吉林省美术
教育研究会会员、吉林省农民画大师、吉林省二级美术师、辽源市十大杰出青年工匠、东丰县十大
农民画家，现任东丰县农民画馆馆长。

郭荣梅出生的东丰县红石乡红榔头村是东丰县农民画的发祥地。1975年以后，文化站的老师经
常带领作者到田间地头进行写生活动。这些活动，让当时年幼的郭荣梅懵懂地开始羡慕会画画的人。

郭荣梅10岁开始学习农民画。虽然年纪小，但她却彰显出了过人的创作天赋。常常打破常规
创作出一些与其他作者大不相同的作品来，让辅导的老师惊叹不已。高中时期的郭荣梅，农民画
创作水平不断进步，频频获奖，成了东丰农民画的骨干作者。1991年，20岁的郭荣梅考取了四平师
范学院（今吉林师范大学）美术系。从事民间美术创作多年，成绩斐然的郭荣梅进大学进行正规的
美术训练，对她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要么失去原来的“自我”，要么一无所获。更有甚者将曾经
的创作灵性也丢失，很难再画出作品。但她清醒地认识到，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自己，而是为
了丰富和提高自己。

1993年大学毕业后，她毅然回到东丰县，在大阳中学担任美术教师。恰逢当时提倡乡土教材
进学校进课堂。于是，她向学校提出了将农民画搬进学校课堂的想法，并得到学校领导的大力支
持。由于她的画与儿童画有相近之处，所以她很快拉近了学生们与农民画的距离。她经常带领孩
子们走出校门，来到田间地头甚至农户家写生创作。孩子们也充分发挥天性，创作成果立竿见
影。郭荣梅领着学生开展农民画活动，引起了东丰县教育部门的重视。县里经常组织全县的美术
教师到大阳中学观摩学习，教师进修学校还经常请郭荣梅到各中小学进行辅导，并在全县进行推
广。

农民画进东丰县中小学的美术课堂，引起了省教育厅有关专家的关注。在吉林有地方特色的
教材编写中，美术教育专门在众多的乡土特色艺术中选中了东丰农民画，也就是郭荣梅组织辅导
的学生们画出来的农民画在全省发行。其中，郭荣梅创作的几幅作品选用在2003年第一版小学七
年级第16课。

2006年，郭荣梅调入东丰县教师进修学校任美术教研员。她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着自己的光
和热。她用着自己的创作给老师们作示范，用自己的创作经验给大家以鼓励。她还经常举办教师
和学生们的农民画展。2011年，东丰农民画馆建成。2013年，郭荣梅任东丰农民画馆馆长。6年
来，郭荣梅完成了从农民画作者、教师到农民画馆管理者的角色转换。虽然身份有变，但她不忘初
心、潜心管理东丰农民画馆的同时，业余时间仍然抓住灵感进行农民画的创作。

三十年来，郭荣梅的农民画创作中，都一直深刻地反映着农村发生过的人和事，画农村的田间
地头、炕梢炕头以及关东农家的民俗风情。她的代表作《关东丫》配诗文：“春种秋收不落趟，描花
绣朵尽花样，来人去客拿得出，上妆下场贼拉浪”；另一件作品《东北风》则配有：“老头离不开老婆，
秤杆离不开秤砣，天上下雨地上流，小两口打架不记仇……”民俗谚语。使人观赏时即可嗅到浓浓
的关东风情，值得寻味，久久不忘。

郭荣梅

钱文

李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