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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日泉  摄

——陈日泉摄影作品选





    1�50�生于辽宁省营口。下过乡，当过兵，后一直在机关

工�。1��5�到辽宁省政协工�，直至退休。性格比较内向，

秉性比较耿直，倔强，为人率直、坦诚。

作者简介



    翻开这部即将出版的��书稿，心底油然而生敬慕之情。陈��先生�为一位长期从事政协工�的

资深领导干部，竟能拨冗跨越到文化艺术领域，潜心于��的研究与创�，并著书立说，独具风骚，确

属难能可贵，令人欣慰，可喜可贺。

    ��兄与我是因政协工�的情缘而结成挚友。他�我的�一印象：思想求进�新，有独到见解之个

性；事业求精�强，有严谨务实之�风；他为人直率，又有诗人般的情怀，既有内向之沉稳，又有外向

之洒脱。他对��情有独钟，自称为“发烧友”，我满以为他只是玩玩照相而已，直至此时应邀为其�

序，方晓他早已不是临摹照相的初学者，而是以专业的水准、文人的手笔，用心、用情、用意来进行�

�创�，充分展示出�者潜在的艺术天分和火一般的创�激情。

    ��兄所创�的《������》���的百幅��均为风光��。�者以宽阔的视野、多样多变

的艺术表�手法、耐人寻味的视觉空间和充满意韵的��语言，倾诉着人与自然和谐、盛世与未来和�

的醒悟和诠释，开掘着人生与艺术结合的真谛和梦想，透析出�者对客观世界的理性认知以及万物�质

规律的准确�握。�者酷爱人生与大自然，以朴实无华的心智与大自然对话、对接。���洋溢着�

土、�色、�真的节律和韵味，说明�者已冲出“复制风光”的路径，以厚重的文化底蕴和绘画功底�

支撑，以特有的观察力和想象力为出发点，以其对历史的精髓和时�精神超凡的感悟为结合点，以尽可

能达到的艺术表�形式为手段，来进行观察、构思、整合和创�。�者在创��已注意到光与�、冷与

暖、色与调、情与景、动与静、远与近、虚与实，甚至是点与面的诸多关系；同时更注意到如何将自己

的思想情感表达与景物的关系处理到位，力求使精神世界的光环与物质世界的�像融为一体，达到“外

师造化，�得心源”的意象之�。�者在画面的构�取舍上刻意创新而不趋时尚，师法前人而不落窠

臼。许多��不求全、不求大，而是大胆剪裁，舍得放弃，突出揭示主题的焦点，突出�像主体的肌理

效果，突出场景气氛渲染，突出诗情画意的意境。�者以人的生活为写意，以水为灵动之气，以天地和

山光水色  意象万千
    ——陈日泉先生摄影作品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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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超系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高校摄影专业
 委员会主席、辽宁省文联副主席、辽宁省摄影家协会主席。）

�为依托，以云霞树�为互映来寄托�者的神思，拨动读者的渴望与憧憬的心弦，尽可能使更多的人

获得审�的体验、精神上的陶冶和思想上的启迪。

    �味全�，从浩瀚辽远、绵长瓷白的迷人海岸到奇幻无穷、飞流直下的银色瀑布；从黄花飘香、

晨曦萦绕的古老村寨到丘岭起伏、池水长流的万顷梯田；从博大雍容、神奇壮�的群峰雪岭到吉祥安

康、修行悟道的世�家园；从风云变幻、荡气�肠的动人情景到质朴淳厚、亘古不变的人文精神，凝

聚着�者、有心人的那份人生��，那份眷恋、感恩、悔悟和企盼。

    赏其��，如见其人；�其意境，如见其魂。�者正在通过风光览胜，为自己朝朝暮暮、风风雨

雨六十载春秋而“�眸生命航行的轨迹”，梳理着人生的哲理，也为后人�下点什么����诚然，每个

人的文化背景、心路历程、智慧才能、机遇条件均有差异，但在生命的�轮�每个人都可以不同的

方式或载体为人们�下�好的��与思考。我想��兄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远远大于对��艺术的追

求，这部处女�的意义就在于此。

    在��付梓之际，故聊琐议。真诚希望��兄充分施展翰墨才情，融通于��艺术�，创�出更

多的佳�，奉献于�好的未来。

　　　　　　　　　                                    2010年8月6日于辽宁大学志超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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