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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拌面
赵砾

金奖大师黄涛
与他的书画艺术

杨初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美

术家协会会员黄涛，自幼喜爱书

画，4岁随父亲拜“千年草圣”于右

任先生为师，且常去张大千先生

家中习画，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一

直笔耕不辍。黄涛的书法气势磅

礴、墨透纸背，具有自己的独特风

格。他的作品既有实用性、可读

性、又有观赏性、启迪性。黄涛在

油画方面有极高的造诣并影响

广泛。

黄涛，1935年出生于重庆一名

门世家，1950 年 7 月赴朝作战，参

加过上甘岭战役，曾荣立三等功，

1955 年胜利归国。而后的几十年

中，他专心研究油画、数字影像艺

术等方面，多次在国内外举办了个

人油画作品展览。

黄涛系国家一级美术师，先后

任文化部文化艺术中心文化产业

规划院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和谐

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书画产

业联盟副主席；中国名家书画研究

院副院长；西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

院院长等职。

“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

出生活”，黄涛的书法，气势磅礴，

笔落千钧，奔放纵逸，在黑与白，点

与线的自然流动中，“窥意象而运

斤”，万象之美于笔折转还间出神

入化。黄涛以行书见长，提按使转、

虚实相间，结字隽永，章法严谨，张

旭有“挥毫落纸如云烟”的才气，而

黄涛在此中又体现着独特的优雅

意境，展现着其崇高的理想追求。

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外

师造化，中得心源”，在黄涛的绘画

艺术中，更能窥见造化与心源的完

美凝合。

其《一蓑烟雨任平生》《万壑千

岩锁翠烟》等国画作品，虚实相生，

无画处皆成妙境，厚古泊然，以书

入画，展现着中国艺术气韵生动，

油然而生出灵境。而其绘画的动物

系列，又将素描与国画结合，活泼

灵动，自生趣味。

师从于佑任，又研习吴冠中，

黄涛的油画作品将西方绘画与中

国大泼墨相结合，《春之韵》《密

林深处》等作品，语言与表达是特

有的黄式风格，正如思想家阿米

尔所说；“一片自然风景是一个心

灵的境界。”观黄涛的作品，不难

看出，他把对故乡的感情，对生命

的感悟，对艺术的理解倾注在创

作中，《春之韵》极具代表，获得

美 术 界 一 致 好 评 ，并 被 企 业 家

收藏。

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黄涛的

作品都跳动着他独特的艺术符号，

《易》云：“天地絪缊，万物化醇。”这

生生跳动的节奏是中国艺术境界

的源泉，而黄涛植根于传统文化

中，以不变应万变，在瞬息变幻的

潮流中，守静抱朴，用深厚的功底

创造出另类的艺术风格。

儒家哲学说：“大乐与天地同

和，大礼与天地同节。”黄涛凭借

其醇静的心襟，发现天地间深沉

的境地，山林楼阁，万物生灵，都

能以深情冷眼，求其幽意所在，其

造境可想。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多年

来，黄涛在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中孜孜不倦，严于律己，其

厚学蒙养，静虚恬淡的高尚人格，

反映在作品中“美美与共”，令人赏

心悦目。

从事绘画事业以来，黄涛曾获

得多种荣誉。由于黄涛书画艺术

成绩卓越，被授予国务院中国亚

太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国（宾）礼特

供艺术家；2013 年受邀参加“首届

东西方文化融通与传播论坛”，在

参会 78 个国家颁布的 5 个奖项

中，黄涛荣获最高金牌奖，并荣获

《传播中华文化杰出贡献奖》；他

的作品在“寅虎咏春·全国诗书画

印四绝”大赛中，被评为“寅虎艺

术奖”暨书法佳作一等奖。

民以食为天，饭以“硬”为纲，这

个硬不是指食物本身难以咀嚼，而是

指食物的扎实与敦厚。在新疆，老幼

妇孺皆爱的拌面就具有这样的特质。

新疆拌面所用的面是拉条子。

从面本身来说，无论南方的阳春面、

葱油面，还是北方的牛肉面、臊子

面，身姿大都曼妙纤细，在碗里尽显

婀娜。而拌面则不同，与上述的面相

比，拌面就是一个膀大腰圆的壮汉，

盘踞在盘子里。对，是盘子，不是碗，

这就显出了它的与众不同。

阳春面、葱油面、牛肉面、臊子面

或多或少都是要配以汤汁的，宛如浣

纱女，而拌面却是一副雄赳赳的模

样，它拒绝柔情似水，总要一份花红

柳绿的配菜，豪爽地覆在面上，遮了

白玉，盖了远山，姹紫嫣红一片。

中国人吃饭，没菜是不叫吃饭

的，再窘迫仓促，一个饱满的大白

馒头也要配一个榨菜，饭和菜就是

餐桌上形影不离的好搭档。但细论

之，米饭或馒头，无论搭配什么菜，

终究是两个各自独立的个体凑在一

起，而拌面中的面和菜则像夫妻，

紧密得水乳相融。

在新疆，但凡你喜欢的菜都可

以拿来拌面，过油肉拌面、小白菜

拌面、大白菜拌面、韭菜肉拌面、蘑

菇肉拌面、土豆丝拌面、辣皮子（辣

椒）拌面、葱爆肉拌面、大盘鸡拌

面、豇豆拌面、茄子拌面、西红柿炒

鸡蛋拌面、酸菜肉拌面等等，如此

多元，如此广泛，即便是挑食者，也

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一款。

吃拌面还有一个标配，就是生

蒜。生蒜是每家拌面馆餐桌上的必

备品，一来在外用餐，吃生蒜可以

杀菌；二来生蒜可以刺激味蕾，让

食客食欲大开，才好对付这一大盘

凶猛的食物。

于是，常能看见拌面馆有食客

左手边一张餐巾纸上摆好了2粒剥

去皮的生蒜，右手边放着一碗面汤

等着饭后原汤化原食，中间的位置

留给即将端上来的拌面，颇有种庄

重的仪式感。

吃了半辈子拌面，让我印象深

刻的是这几种：奇台县的过油肉拌

面，良心之作，羊肉片厚实嫩滑，配

上木耳青椒，青绿亮眼，堪称人间

珍馐；伊宁市的碎肉拌面，肉虽然

被切成了小丁，但味美异常，不亚

于大口吃肉所带来的味觉快感；昌

吉市的辣皮子拌面，一盘面摆在眼

前，就是一幅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的

好景致，让人心生豪迈，其实吃下

来，红辣皮子并不那么恐怖，甚至

还有些微甜的感觉；再有就是阿图

什市的家常拌面，是家庭式的做

法，菜是大锅菜，羊肉、白菜、皮牙

子、青椒、西红柿，炒好后盛入一个

大盆里置于案台，一盘面出锅，就

舀出一勺菜浇上，大道至简，美不

胜收。我个人还比较偏爱小白菜拌

面和韭菜肉拌面，白色的面上绿意

盎然，青山绿水，清新别致。

刚工作时，曾听出差很久归来

的同事讲，回家的路上他就跟老婆

说好：“别来接我，也别做饭，我在

外面吃个拌面再回家。”我不以为

然道：“哪有那么玄乎？我就不信一

盘拌面能有那么大诱惑。”

后来，当我自己出差二十多天

后踏上归家路，在火车上就盘算好

了，下车先去美美地吃上一盘拌面

再说。只有吃上了拌面，感觉才算

回到了家，才有了那份难以替代的

满足感和踏实感。

黄涛正在作画

国家京剧院将举办
系列活动纪念京剧大师
李少春诞辰百年

新华社北京 10月 30日电（记者

周玮）为纪念京剧大师、国家京剧院

建院元勋李少春诞辰百年，国家京剧

院将于 11 月 14 日至 28 日举办系列

活动。届时，京剧名家于魁智、李胜

素、杨赤等将献上《野猪林》《满江红》

《红灯记》等经典剧目。

在 10月 30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国家京剧院院长、党委书记宋晨表

示，李少春先生是国家京剧院艺术风

格的重要奠基者，先生文武兼备，既多

能又专长，熔老生、武生于一炉；能自

编、自导、自演，融编、导、音、美于一

体。“此次剧院举办纪念活动，既是对

李少春先生的深切怀思，也是剧院多

年来艺术传承的展示，更是对京剧艺

术后继者的勉励和鞭策。”

据介绍，此次“纪念京剧大师李

少春诞辰 100 周年系列活动”，精心

设计，内容丰富，主要包括 1 场纪念

座谈会、5场纪念专场演出、制作百年

诞辰纪念邮折，以及在梅兰芳大剧院

举办的小型图文展等内容。

纪念专场演出将于11月 14日拉

开序幕，在清华大学的新清华学堂、

北京梅兰芳大剧院、河北霸州李少春

大剧院三地，演出李少春先生的代表

剧目《红灯记》《野猪林》《打金砖》《满

江红》《将相和》。

《文成公主》今年演出
189场谢幕《金城公
主》接棒助力冬游西藏

新华社拉萨 11 月 1 日电（记者

周锦帅）10月 31日晚，拉萨文成公主

剧场，随着八百多名演员集体谢幕和

现场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今年第

189 场，也是今年最后一场大型实景

剧《文成公主》演出顺利结束。

据主办方透露，《文成公主》的姊妹

篇室内舞台剧《金城公主》将正式接棒，

助力“冬游西藏”，营造全时旅游格局。

《文成公主》取材于 1300 多年前

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和亲的历史故

事，共五幕，总时长约 90 分钟，每场

可接待4000多名观众。舞台剧《金城

公主》则讲述了另一位和亲吐蕃的唐

朝公主金城公主的传奇故事。

自 2013 年首演以来，《文成公

主》演出近 1200 场，接待观众 200 多

万人次，以参与建设、参加演出和提

供创业平台等方式，直接吸纳和间接

带动超过 4000 人就业，成为拉萨近

年新兴旅游名片之一和文化产业扶

贫的典型。

《文成公主》将于明年拉萨天气

转暖时节再次与观众见面。

本报讯（朱禹婷 顾青林）为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加强

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营造浓厚的爱国主义氛围，10月 24

日，黑龙江省依兰县举办了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不忘初

心 逐梦依兰”摄影展和“鸡鸣盛世”

大型中国画邀请展。县四个班子领

导，法、检两长，各乡镇党委、县直各

党组、党（工）委（总支）主要领导及

各界人士近200人到场参观展览。

本次国画展作品共计展出一百

余幅，其中既有范曾、王小古、崔如

琢、韩美林等国画大家的精品之作，

也有由依兰县本土书画爱好者创作

的国画力作；摄影展共计展出70幅

作品，所有作品均是由依兰县摄影

协会的本土摄影爱好者们深入基层

百姓生活、走遍古城秀美山川所精

心拍摄出的精彩画面，内容涉及山

水风景、人文纪实、城市发展等多个

方面，展现出依兰群众丰富多彩的

文化生活及家乡的巨大发展变化。

本次活动结合“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发挥摄影及国画的

独特艺术魅力，彰显新中国成立70

年来，依兰县在经济、文化、社会等

多方面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以及依兰县各条战线所取得的跨越

发展和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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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盛大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中，在

校大学生的主题方阵获得不少关

注与喝彩，他们昂扬向上的精神

状态传递出的家国情怀和远大志

向，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校园文化

建设成就的缩影。扎根中国大地

办大学、抓好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必须落实好校园文化建设，发

扬好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以多

元化、多样态的方式促进学生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校园文化为青年人接受教育

和个体成长提供了土壤和环境，

不仅服务在校生成长成才，也将

优秀文化的精神影响力延展到全

社会，是当代中国的宝贵财富。因

此，校园文化建设应当充分彰显

主流精神、融合多元个性，将独特

的文化气质植根于社会主义建设

的总体事业中。同时，校园文化建

设要有清晰的定位和思路，结合

各个学校不同的发展历程、历史

背景和学科特色，把时代精神和

价值体系融入日常教学中。重要

纪念日和开学日的同升一面旗、

共唱一首歌、向英烈敬献花圈等

主题活动，利用通识课程、特色活

动、社会实践等弘扬红色文化、革

命文化，推动促进传统文化进校

园……凡此种种，都能很好地增

强校园文化的生命力。

搞好校园文化建设，要主动运

用新媒介新形式、积极占领网络

舆论高地，营造出贴近青年生活、

富有青春气息的校园文化形态。

近些年，不少学校探索线上线下

相互配合的形式，如利用图片、表

情包、动漫、歌曲、音视频等，实现

了思想政治和文化、审美等多重

功能。“互联网+”带来的新机遇正

逐步呈现，把握和引导方向是我

们必须直面的议题。要突出青年

学生在校园文化中的主体地位，

同时深入研究青年阅读和接受信

息的碎片化、具象化等特点与规

律，主动占领宣传和文化阵地。

制度对价值塑造和习惯养成

具有重要作用，校园文化建设也

同样如此。教风学风建设不是大

而化之的命题，而要从细节和小

事做起。依靠制度规范校园生活，

能更好实现以文化人的目的，更

有力地增强青年群体的自律能力

和自强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校

园文化建设过程，是一个不断挖

掘规章制度育人功能的过程。一

旦形成全体师生都认同的行为规

范和道德标准，制度力量会将价

值 观 转 化 为 情 感 认 同 和 行 为 习

惯，让学生带着校训校规的烙印

走出学校、走进社会，逐步成长为

社会栋梁。

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还要营造

崇尚劳动、鼓励奉献的生活氛围，

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宿舍和社区的

管理，贡献自己的才智。这有利于

他们提升社会责任感，树立正确

的劳动价值观。同时，也要重视校

园体育文化的重要作用，使其帮

助学生养成良好习惯，自觉维护

身心健康，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和

集体荣誉感，激发积极向上的生

活态度。

培
厚
校
园
文
化
的
土
壤

武
楠 依兰县举办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主题摄影展和国画展

作品《团团圆圆》

2019
成都国际茶博会闭幕
总交易额达2.1亿元

本报讯（记者 赵青）由四川省经

济和信息化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

务厅、省工商联支持，省市场营销协

会、省供货商商会主办的 2019 成都

国际茶博会于10月31日至11月3日

成功举办。据不完全统计，本届茶博

会共接待观众近 6万人次，总交易额

达2.1亿元。

作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做大

做强川水、川茶产业，打造“万亿级”

食品饮料产业决策部署的一次具体

行动，本届茶博会以“水润天府、茶和

天下”为主题，展览面积达到 3 万平

方米，比上届增长50%。据记者了解，

本届茶博会茶文化活动丰富多彩，还

创新举办了“首届四川全民泡茶节”，

专门开辟面积达 3000 平方米的“泡

茶、品茶活动区”，用“四川好水”冲泡

“四川好茶”，弘扬茶文化、营造“知

茶、爱茶、饮茶”的社会氛围，进一步

推动全民饮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