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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文化新空间◆

运城晚报讯 （记者 景斌 杨洋） 近
日，应闻喜县诗联学会之邀，我市知名联家
杨振生前往闻喜送“联经”。

杨振生曾担任运城市楹联学会会长，现
为当代楹联“河东流派”领军人、山西省楹
联艺术家协会顾问、运城市楹联学会名誉会
长，其诗联书画皆精。讲座中，他从楹联的
源头讲起，按照如何认识楹联、鉴赏楹联、
写好楹联、教好楹联的顺序，结合创作实
践，系统阐述了楹联文化的教学与传承。在
交流互动环节，杨振生围绕 50 多副精品联，
逐一讲述其表现特征、思维方式、创作过程
等，令一众学员深深感悟到楹联文化的博大
精深。他勉励学员，基层生活热气腾腾，要
紧扣一线、贴近群众，多创精品、愉悦大
众。“杨老师的课程条分缕析、生动有趣，且
干货满满，对基层联人很有帮助。”闻喜县诗
联学会执行会长何沁学说。

近年来，闻喜楹联事业发展也是如火如
荼。自获得“中国最佳楹联文化县”这一荣
誉后，该县诗联学会一班人线上定期开展

“对联赶集”“对联打擂”等活动；线下楹联
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不间断；组建楹联
登峰队，营造“靠梯队传承，拿精品说话”
的良好氛围，不断助推楹联事业由“高原”
向“高峰”挺进。

杨振生受邀闻喜讲“联经”

运城晚报讯（记者 景斌）近日，第四届
“香凝如故”全国美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展
出。展出的104件作品中，安雯精心创作的《鸿
翼·若观踏歌》是我市唯一入展作品。

“香凝如故”全国美术作品展是2018年民
革中央同中国美协共同发起，随后联合中国美
术馆一起创立的双年美术展览品牌，创建初衷
是为了缅怀民革主要创始人、新中国美术事业
奠基者之一何香凝先生，至今已经连续举办4
届。此次展览面向社会征稿共计8627件，经过
严格的专业评审，评选出参展作品 104 件。作
品内容整体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与多元的探
索性，着力表现新时代新风貌，讲述了具有时
代特色的中国故事。

安雯，1993年生，盐湖区人，毕业于西安美
术学院，现为运城市美术家协会会员、盐湖区
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盐湖区书法家协会会
员。《鸿翼·若观踏歌》是她首次入选国展的作
品。该作品以12幅小画作组合而成，历时多半
年创作，其间画面构图、色彩稿等多次打磨、调
整。该画作以敦煌壁画元素为主要创作对象，
把壁画中提取的物象和莲等元素相结合，虚化
敦煌飞天形象，着重对物象间关系的处理，运
用黑白灰色彩构成，最终呈现给观者一种超脱
尘世的宁静之美。

该展览结束后，安雯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安雯《鸿翼·若观踏歌》入选
“香凝如故”全国美展

这两日，对于河东乃至晋陕豫
黄河金三角地区的戏迷朋友来说，
和过年差不多。

为啥这么说呢？
因为自11月12日起，运城市第

六届文化“菊花奖”经典剧目展演拉
开帷幕。我市多个剧团依次上演的

“看家戏”，让广大观众一睹传统戏
曲文化的时尚现代表达。

这些“看家戏”多数以蒲剧为
主，这个流传了数百年的地方戏，承
载了太多河东人的乡情与乡愁。每
每那腔高板急一哼唱，总能在河东
人的内心掀起阵阵涟漪。

穿越时光，蒲剧变了，唱腔丰富
了、服饰亮丽了、传人更多了；但也
有没变的，那就是蒲剧的绝技。

了解蒲剧的人都晓得，蒲剧传统
剧目中的绝技，那是绝对的技惊四
座。水袖、帽翅、髯口、手帕、跷功……
这些原本只是辅助性的“配角”，却在
演员日复一日苦练之下，成了赢得观
众掌声与喝彩的“主角”。

《打神告庙》中的水袖、《徐策跑
城》中的帽翅、《挂画》中的跷功……
每当演员展示这些绝技之时，除了能
令观众拍手叫好，还能吸引一群人迅
速按下快门，这群人就是摄影人。

关于摄影，每位爱好者都有自
己钟情的对象。有的醉心于锦绣山
河，有的热衷于鸟语花香，还有的擅
长人物纪实……能在各自喜欢的领
域里拍出名堂的，非有几十年之功
夫不可。

蒲剧绝技的展示，都是电光火石
间的，这就要求摄影人必须对蒲剧有
所了解，知道绝技什么时候亮相。同
时也倒逼摄影人全神贯注地捕捉，因
为稍不留心，就会错失良机。

毫不夸张地讲，专业、专注、专
心之下，摄影人才有可能定格“昙花
一现”的蒲剧绝技。而在运城，像这
样“三专”的摄影人，应推来自临猗
县孙吉镇的孙立功。

有人或许会质疑，但不可否认
的是，孙立功的这些蒲剧绝技照，不
仅让普通观者感到惊艳，更得到了
业界官方的认可。

11月23日，晋陕豫黄河金三角
地区的又一盛会——第十五届中国
摄影艺术节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开
幕。孙立功的《梨园撷影》组照在此
次艺术节报名展上获得一席之地。

这组照片有 20 余幅，创作者灵
活运用各种镜头，对蒲剧的绝技、传
承、观众进行了细腻鲜活的展示。

飞舞的水袖、飘逸的髯口、灵动
的手帕……是光影让这精彩的一瞬
成为永恒，而这永恒深深触动人心。

得知第十五届中国摄影艺术节
开幕，市文化馆摄影班的20余名学
员专程前往观展。

看着孙立功的《梨园撷影》组
照，这些学员是又亲切，又佩服。“蒲
剧是咱的‘口粮戏’，有种与生俱来
的亲近感，特别是在异域他乡看
到。”该摄影班班长赵琴英说，“常看
蒲剧的人都知道，这些绝技常常是
一闪而过，想要拍到让人眼前一亮
的照片，专业、专注、专心，缺一不
可。”

繁花竞放，立得新功。在我市摄影
界人士崔世来看来，这样的展出，对蒲
剧、对河东都是一次很好的宣传。

“中国摄影艺术节就是中国摄
影界的‘天花板’，能入展的作品必
定是集思想性、艺术性、独特性等于
一体。”崔世来说，“这些组照在给人
以美的享受的同时，也传递着一位
摄影人对乡音的独到见解、对故土
的深情眷恋、对文化的执着追求。”

年过花甲的孙立功，深耕摄影
艺术30余年，现为中国摄影家协会
会员、中国人像摄影学会会员。从农
村到市域，再到全国，他扎扎实实，
一步一个脚印，实现了从农民到摄
影家的华丽转身。

从零开始，再攀高峰。孙立功告
诉记者，今后，他的镜头将会对准更
多的河东风物，为河东更加出圈增
光添彩。

小雪虽至，河东暖流不止。而这
暖流的源头，正是守正创新的戏曲
人、摄影人、书画人……

记者 景斌

光影，让精彩一瞬成为永恒
——孙立功《梨园撷影》组照入展第十五届中国摄影艺术节小记

运城晚报讯（记者 景斌）“我
们要抢抓机遇，深入挖掘和利用王
维等‘人脉’资源，讲好我们独有的
文化故事，力争在文旅融合中形成
差异化竞争优势，为游客提供更丰
富的出行体验。”面对最近的“王维
热”，运城关公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有关负责人说。

山水相融，天下共赏。11月16
日晚8时，央视总台一套播出大型文
化综艺节目《宗师列传·大唐诗人

传》 第四期——“王维篇”。节目
中，七彩盐湖、中禁门、河东池盐
博物馆等运城代表性景点惊艳亮
相，全国观众再次领略了运城文旅
的无尽魅力。

据运城关公文化旅游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工作人员介绍，今年 8
月，“王维篇”摄制组在该公司取
景拍摄时，他们分工协作、通力配
合，以优质的服务做好拍摄协助工
作。“摄制组敬业专注的工作精神

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也要把这种精
神转化为实际行动，为运城文旅事
业增光添彩”。

该公司上述负责人表示，“王维
篇”的播出，对运城文旅的发展必
定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公司将进一
步完善基础设施、丰富活动内容、
创新表达载体，加大品牌故事传播
力度，为把运城打造成山西省旅游
热点门户、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提
供强力支撑。

▲《鸿翼·若观踏歌》（局部）

▼孙立功
（左一）介绍摄
影作品

运城关公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为 游 客 提 供 更 丰 富 的 出 行 体 验

▶孙立功
拍 摄 的 剧 照
（髯口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