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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卷

当代陇原艺术名人

我叫晓岗，本名赵庚禄，1934 年出生于西安。

曾任甘肃省《工农文艺报》“画刊”组组长；甘肃

省文联美术组副组长，省文联委员（参与了省美术

家协会成立的筹备工作）；甘肃省美术家协会副主

席（1980年，驻会）、第一副主席（1985年，驻会）、

顾问（第三届）；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

协会常务理事，甘肃省版画家协会主席；甘肃省艺

术人员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等职。曾出席中

国美术家第五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一级美术师。        

我的初中、高中就读于西安市立第一中学。当

时何国栋和胡文琦二位担任美术老师，他们在课堂

上尽心尽力的给我们讲画素描、速写的要点和构

图知识，指导同学们相互画速写，随身带小速写本

子，空闲时把看到的感兴趣的对象记录下来。他们

还带我和同学，临摹“抗美援朝”宣传画、漫画，

进行街头宣传，跟随油画家任国钧、国画家贺之伊

爱的奉献  美的画卷

晓 岗



347

先生，在大雁塔庙会举办年画展

览，为观众服务。至今，我依然

怀念和感谢两位老师，是他们引

导我学美术理想的实现。

1951 年，我考入西北艺术

学院美术系（前身为西北军政大

学艺术学院）。当时报考的人很

多，考场设在西安“力行中学”

内，我尽量压住不安的心情，我

以穷苦家孩子的顽强毅力沉着应

试。素描画到中途，突然一个穿

着军装马靴的很有知识分子气

魄的监考老师来到我身边，端详

我的画面，我的心情一下子紧张

起来，连看一眼都不敢看，都不知他什么时候离开

的。贝多芬石膏胸像画完，终于按时交了试卷。在

口试时，一个穿灰色服装的干部，严肃地问我：“学

院初建很艰苦，各方面条件很差，你怕不怕苦和

累 ？”我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怕苦 ！不怕累 ！”

没想到口试就这样结束。三天后公布录取学员的

名单，我的名字排在名单的前列。

进入西北艺术学院所在地 —— 兴国寺的大门

后，我感到学院里人气兴旺，个个精神抖擞。我和

同学扛着行李，走到山坡上的一排窑洞，被安置到

一张十几人宽的大通铺住宿。吃饭时，八人一组一

盆大锅菜，蹲在地上就食。晚上只有一盏煤油灯照

明，由于社会治安情况较差，还要轮流持枪值班放

哨。每人领到一个小凳子，是在白天学习政治、专

业大课及小组会讨论用。素描教室可容纳三十余

人。学院有严格的铁的纪律，寒暑假必须下乡、下

厂锻炼，参加实践活动。我每次从基层回来都带

着自己画的素描、速写，直到现在这种习惯还在保

持。汪占非系主任和老一辈著名艺术家、老师，在

教学和管理上都体现了“延安革命作风”，使我们

受益匪浅，打下了扎实的美术基础。临毕业创作的

水粉画《她学得真快》，入选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

分会举办的“西北第二届美展”展出，编入《西北

第二届美展作品集》。

1954年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到甘肃，一直

从事美术创作和组织工作。我生活在这片陇原神

XIAOGANG 晓 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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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卷

当代陇原艺术名人

奇的土地上，经历了近六十年的风雨岁月。我在伊

犁河谷、青海湖畔、祁连山麓、丝绸古道、河西走

廊、大漠戈壁、陇南山区、甘青草原和黄土高坡上，

都留下了辛勤耕耘的足迹。所创作的美术作品，无

不表现西北地区迷人的大自然瑰丽景观，抒发了西

北各族人民团结和谐的真挚情感，我始终把人民现

实生活作为我创作源泉，件件作品充满着浓郁的乡

土气息。在这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陇原大地上，我

以坚实的艺术造型能力，探求新意，大胆创新，以

新的画卷讴歌新的时代，做出美的无私奉献。

代表作品有版画《草原巡医》《山鹅逐春水》

《红心相印》《雪山夜站明》《大漠飞鸿》《搏击

天河》《金翅飞云端》《金城小巷》《天下雄关》

《大漠胜迹》等；以《飞天赞》《古戍盤雕大漠风》、

《古道驼鸣飞鸿雁》《戈壁飞鸿》等一批人物、山

水中国画参加国内外大型展览。1960年至1999年，

作品《山鹅逐春水》《红心相印》《雪山夜站明》

《大漠飞鸿》《搏击天河》《大漠胜迹》，相继参加

由文化部、中国美协举办的六届全国美术大展，其

中《雪山夜站明》《搏击天河》《大漠胜迹》作品

获得甘肃省美展一等奖。《草原巡医》《金翅飞云

端》《我们生活在这里》《金城小巷》《天下雄关》

《鲁萨尔工匠》《搏击天河》《苍古有灵》《大漠胜

迹》等作品，分别参加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版

画家协会主办的9届（第3届至14届）全国版画展。

美术作品曾在美国、前苏联、日本、韩国、阿联酋、

蒙古等国以及香港、台湾地区展出。作品《草原巡

医》，入选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版画家协会主

办的“中国百年版画作品展”，并被收入《中国百

年版画集》（1900—1999）和《中国百年精品版画

集》（100 件之列）。《草原巡医》《延安小景》选

入建国六十年出版的《春华秋实 —— 新中国版画

集》。多幅作品在《人民日报》《版画》《版画世

界》《版画艺术》《美术》《新华文摘》《民族画报》

《艺术界》《北京周报》《北京文艺》等几十种报

纸、杂志发表和选登，其中《天下雄关》《绿荫满

野》等作品被有的报刊以多种外文版本向全世界

发行。作者还在江苏南通、嘉峪关长城博物馆、深

圳博物馆、汕头画院等地举办个人画展。

1960年，前苏联科学院院士、汉语专家契尔诺

娃为《中国现代版画》撰文，对《草原巡医》以高

度的评价：“在晓岗的作品《草原巡医》中可以看

到高大感人的抒情形象，画家表达了自己对从宗教

和封建（农奴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西藏妇女的

赞美，画作使西藏青年医生的形象成为结构中心的

同时，以装饰图案的鲜艳栩栩如生和整齐的线条节

奏，达到了丰富的美感。并且通过人在典型的室内

细节以及景色表现，突出了民族特色。”

日本著名美术评论家小野田耕三郎在《未来》

杂志上撰文：“晓岗的《草原巡医》《驼铃新歌》

《山鹅逐春水》，依然可以看出画家正当二十多年

华已露锋芒，刀法新颖熟练，跃然纸上，使人看

后很有运动旋律感 …… 晓岗的近作如《静夜》

也可以说明，他的作品决不是那样单纯，而是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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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多彩的。”

一级美术师、著名画家傅恒学在《当代青年》

杂志上撰文评述《天下雄关》：“作者以火热的情

感丰富的知识，熟练的技巧，刻画出中华民族的智

慧，生命、劳动的结晶……《天下雄关》以黑色为

基调，用刀流畅，黑、白灰色布局和谐统一。城楼

纵立中央，朴实而庄重，线条生动有力……”

《中国新兴版画五十年选集》（1931 年至

1981 年）中，版画家力群、李桦、王琦先生联合撰

文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的版画人才辈出，除

以上提到的好些新的作者外，我们还可以举出像吴

凡……晓岗……等那样优秀的版画家。”

我在艰辛创作的同时，还做了大量的美术组

织工作,从上世纪 50 年代起，筹办了“甘肃省青

年美展”“周霖国画展”；举办了“甘肃、青海、新

疆省区美术作品联展”“西北五省区美术作品和

版画联展”“日本儿童版画展”和历届甘肃省大

型美展和版画展在兰州展出；主办了“常书鸿油画

展”“赵望云祁连山区旅行写生展览”；在北京成

功举办了“甘、青、宁、新、内蒙、云南六省区版画

联展”“甘肃丝绸之路版画作品展”，中央领导乌

兰夫、杨静仁、阿沛·阿旺晋美、王定国、周巍峙等

观看展览后给予高度评价。组织上述美术展览，促

进了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

生活，增强了艺术交流，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同时，我的传略及作品入编《中国当代名人

录》《中国艺术家辞典》《中国现代美术家名鉴》

《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美术辞林——版画卷》

《中国现代美术家人名大辞典》等多种专业辞典。

由于自己创作的大量作品在国内外产生很大

影响，于 1996 年被中国版画家协会授于对中国版

画艺术事业做出贡献的“鲁迅版画奖”殊荣。同

年，《天下雄关》获第九届全国版画创作优秀奖。

1985 年，《丝路新弦》《大漠飞鸿》获省委省政府

颁发的“优秀文艺奖”。曾蝉联甘肃省委省政府颁

发的首届、二届、三届“敦煌文艺奖”。2010 年由

甘肃省委、省政府授予“甘肃省文艺终身成就奖”

荣誉。

XIAOGANG 晓 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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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 岗  版画

《草原巡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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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雄关》

晓 岗  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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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卷

当代陇原艺术名人

我叫阮文辉，1934 年 12 月 6 日出生于河北省

唐山市丰南区宋家营村一书香门第、书画之家。父

亲阮光宇善书画雕刻和民间手工艺；母亲郑桂芳也

善书画剪纸刺绣等民间工艺。父亲 1938 年随抗日

话剧团到兰州，母亲带我们姐弟三人于 1944 年到

兰州,再没有离开。

我是四岁开始学画，六岁学习书法，九岁习古

文诗词，十岁到兰州后，又随父亲继续学书法绘画

和雕刻、篆刻，并开始自学素描、水彩、漫画、木

刻、泥塑等技艺。十四岁开始独立艺术创作活动。

1951 年参加工作，在共和建筑公司当工人。

1952 年由工人训练班参加天水至兰州的铁路修建，

任兰州铁路工人大队工会文教干事。当年铁路通

车，我被调到兰州市政府劳动局工作。我当时十八

岁。已开始在《甘肃日报》《中国青年报》《体育

报》发表漫画作品。之后，多次在《甘肃日报》《兰

州画报》发表文章和漫画。1955 年在肃反运动中，

我被扣上“国民党潜伏特务”、“反动集团首领”

葫芦棚闲话

阮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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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ANWENHUI 阮文辉

的帽子（但未定论）；1957 年被打成

“右派分子”，一直被下放劳动改造。

但不论到哪里，都是带“罪”搞书画

宣传工作，立功赎“罪”……1962 年，

从劳动改造的红古农场调回兰州，到

兰州特种工艺厂继承父业，搞雕刻葫

芦和雕漆绘画。后因特艺厂改组，刻

葫芦出口停止，我又被调回市劳动局

搞劳动保护和锅炉管理。此后的四年

中，大女儿、岳母、父亲、母亲相继去

世、家庭生活陷于极端贫困，吃饭都

困难。特别是母亲去世后，棺材置不

起，朋友设法给赊了一口薄棺，由我

和妻子拉到大砂坪葬了。后来，“四清”运动开始，

我又被定为“坏分子”、“四不清”受到批判，并被开

除公职留机关察看，每月只发20元生活费。妻子因系

“敌人”家属，艺术学院毕业也不能上台表演，只得到

煤场去卖煤球，一卖就是半辈子。1966年“文化大革

命”开始，我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定为“未改造

好的右派”。1968年，我作为“斗、批、改对象”下放

庆阳合水县，七个月中搞了六个半月“三忠于”活

动，画领袖像，搞阶级教育展览，画贫下中农家史

等。1969 年夏回到兰州，在“五七干校”劳动。

1974 年，我被调入兰州工艺美术厂当雕刻工

人，后又当生产技术组长等。在此期间有过多项创

新。后调任兰州市工艺美术厂厂长，因不愿当厂

长，三月后自动辞去厂长职务。之后又调任兰州市

二轻科研所工艺美术研究室主任，自筹工资，自负

盈亏。在此期间，我不仅完成兰州烈士纪念馆等工

程。还开发和创作了许多新产品和工艺美术新品，

如漆画陶瓷作品、石艺、根雕、烙画、泥人、刻葫芦

等都在全国获奖，并参加了中国艺术节第二、三、

四届展览，受到文化部表扬。

几十年风风雨雨浮沉起落，经历了人间少有

的艰难，中国文化教我“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所以，个人追求艺术创作的兴趣不减。“买纸卖衣

裳”，有条件就画，条件不允许就在心里画，以笔

记作文字画，把看到的想到的以文字记述之法完成

创作。好在“文革”期间写写画画的事不少，而且

可以日以继夜地去写去画，所以说，那时候虽然精

神和生活上受到非常的打击和挫折，但也给了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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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特长的空间，这也是事情两面性的辩证法。几十

年挫折中的坚持和努力，使我懂得了一点人生的道

理，所以“背负青山”也能“快乐行进”。我的书

画等作品虽不是绝世精品，但都是我的情之所至，

写己之意，是真心的流露。

我的书画作品由友人代理，在香港和台湾两

地各搞过一次展览。在甘肃也曾搞过多次展出活

动，还举办过书画讲习班，设过阮文辉艺术馆，后

因资金不足而取消。1991 年，我随同中国民间艺术

团到日本参加中日邦交 20 年纪念活动，在“大中

国展”中，先后在东京、京都、大阪、横滨等地搞

书画展览和手工艺技艺展示活动，受到诸多赞扬。

我当过甘肃省政协委员，兰州市政协委员、常

委，对甘肃和兰州的文化建设、文物保护和旅游文

化等提出过许多建议，如关于建立黄河文化风情

线、兰州中山铁桥应作为文物改步行桥等等。

我的手捏民俗泥人获全国一等奖，微雕葫芦

《唐诗 204 首》、《150 儿童游戏图》、《飞天 120

身》、《唐诗宋词配画》等六枚作品，被国务院珍品

评审委员会评为国家级珍品并由珍宝馆收藏，这两

项均被称为“中国一绝”。我喜欢文学创作，散文

曾得过奖，还同时担任过兰州晨报副刊专栏作家，

三天一篇随笔，发表过一百多篇文章；还任《兰州

晚报·芸芸众生》漫画专栏作家，发表过一百多幅

作品。

人来到这个世界活着不容易，所以我从年轻

时就下定决心，“一辈子当两辈子活”，不论顺境

逆境，学习不止，创作不停，要做到归去时有憾无

愧：有做不完事情的遗憾，没有对不起父母和生命

的愧疚，所以我一直处于创作和追寻之中。敦煌文

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传记《艺海苦航》，还有我的

作品选《笔情墨趣》《铁笔泥刀》《诗书画印》《葫

芦棚闲话》《冷馀艺谈》《葫芦棚闲画》《风雨历

程》；以及《阮文辉艺术集》《吐鲁沟写生诗书画

印集》《人以品德立于世》《学艺做人过日子》《书

录增广贤文》《冷馀斋画稿拾零》等。后来，作家

出版社和中国文联出版社又出版了我的《冷馀闲

话》《敦煌随笔》《绿色 —— 不竭的生命》《手捧

黄沙向蓝天》《阮文辉画说佛、仙、戏选集》等随

笔和诗集画册。

我父母亲都是书画家和民间艺人。父亲教我

书画篆刻又教我刻葫芦，临去世前还说：“这是一

种很好的民间艺术品，你应该在这方面搞出点成

绩来。”我一直遵照他老人家的教导，做了许多提

高刻葫芦品质和装潢的工作。许多人说我只是个

“葫芦匠”，什么都不懂，我并不见怪，因为我觉得

“葫芦葫芦，颜色平平，虚怀若谷，量大能容”。在

世界上谁敢与葫芦相比 ？所以我不但以“葫芦为

师，”还以此教育我的子女，不仅学书、学画，也认

真学刻葫芦，继承这一技艺，把兰州的这种民间艺

术传承下来，发扬光大。现在我的三个子女都成了

书画、微雕、微书和紫砂雕刻艺术家，都被评为省

级工艺美术大师。他们三人的子女也都继承祖业

搞书画雕刻，各有专长，我的两个入室弟子也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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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工艺美术大师。我是 1988 年被评为“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的，是全国 96 人之一，在甘肃是第一

个。2008 年，又被世界手工艺理事会亚太地区分

会授予“亚太地区工艺美术大师”称号，是全国 17

名之一。我享受政府津贴，也是“东方之子”。这

样，从我父亲将精湛的书画艺术与刻葫芦相结合开

始，到我的孙子辈共四代人，都坚持着一项事业，

所以人们说我们是“工艺美术之家”，是“工艺美

术大师”之家。这在全国来说也是少有的。

我认为，一项事业，一种艺术的传承和发扬，

并不只是技术能力的传承。艺是才华，术是方法，

培养人才，首先是人品、才华、素养的培养，同时

也教给一定的技艺方法，这样才会有真正的继承和

新的创造与发扬，在这方面人的素质是和时代的倡

导需求相辅相成的。人的成就是人群和社会承认

的结果。自信是必要的，但不只是自己信自己。

我还有点学艺的体会，简单录于下面：

学古人学今人我出我法；师造化，师传统发我

心源，笔随情使，法随情出，艺术有法，笔墨当随

时代；艺术无法，不断创新求变突破是艺术的生命

所在。

艺术是大海，不是小溪，不能一步跨越。

艺术是一次没有彼岸的航行，永远没有到达，

没有登峰造极。艺术是勇敢者的事业。

艺术是我心中的爱，不是我的外套。

搞艺术要做到：心如寒山深涧水，倾心艺术不

为风动；情似春江万里涛，努力创作，永不停歇。

艺术家要对时代负责，留下时代的痕迹；

艺术家要对艺术负责，对得起艺和术；

艺术家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不搪塞人生；

艺术家应该是有品德，有良心，有天地情怀和

山海精神的人，讲宽厚，讲包容，讲无私心地的人。

RUANWENHUI 阮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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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吼秦腔》

阮文辉  雕刻葫芦

阮文辉  手捏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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