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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书，再谱华章。欣逢宁晋发展盛

世，宁晋县适时启动了《新文化 新生活 新

宁晋》的编撰工作，旨在系统梳理地域文

化，挖掘整理文化资源，培育打造文化品

牌，正可谓水到渠成、恰逢其时。

去年以来，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吹响

了全县赶超跨越的号角，县委十届三次全

会制定实施了“两步走”发展战略，凝聚

了人心，鼓舞了士气，促进了宁晋科学、

快速、可持续发展。全县城市建设突飞猛

进，旧城改造真正“破题”，北部新区即

将全面建设，总投资16亿元的六村联建等

顺利推进，总投资11亿元的河北师大汇华

学院新校区建设项目开工在即。广大群众

文化生活多姿多彩，河渠镇工笔画、大陆

村镇书法、百花戏苑、苏家庄楹联及文英

雅集、古丁桥艺苑、凤来仪诗社、纪昌庄

文化研究会等文化活动有声有色，交相辉

映；特别是晶龙博物馆的建成使用，整合

了文化资源，浓缩了宁晋历史，成为全县

的文化高地。“善行河北、情暖宁晋”道

德实践活动不断深入，动人典型相继涌

现。经济发展稳中有进，人民生活切实改

善，全县正朝着“经济发展、城乡秀美、

文化繁荣、社会和谐、政治清明”的“宁

晋梦”不断迈进。

“双节”来临之际，为弘扬2013年取得

的优异成绩，我县组织实施了“421”文化

惠民工程（举办工笔画、书法、楹联、摄

影四项展览和两个主题文化活动，出版一

套丛书），《新文化 新生活 新宁晋》的编

撰、出版既是整个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宣传文化系统献给全县人民的文化盛

宴。该书从不同层面展示宁晋的改革、发

展成果，整理、挖掘宁晋历史风貌，讴

歌、赞颂人民新生活。“新”与“旧”在

本书中相互辉映、有机统一，把宁晋这

块热土所蕴含的文化和散发的魅力集中向

外界展示，进一步打造宁晋响亮的文化品

牌、城市品牌和地域品牌。

文化是一个地方的灵魂，是一座城市

的精神。《新文化 新生活 新宁晋》贯穿

全篇的精髓正是质朴无华的宁晋本土文

化。《尚书·尧典》中称宁晋为杨纡，汉

置廮陶郡，唐天宝元年改为宁晋，寓意

“安宁晋福”，悠久的历史孕育了宁晋深

厚的文化底蕴。现如今，勤劳聪慧的宁晋

人民继承、挖掘和发扬历史文脉，不断结

出文化硕果。古朴典雅的工笔画成为宁晋

的特色文化品牌，享有“中国工笔画产业

在宁晋”的美名，被誉为美术产业史上的

奇迹；刚劲飘逸的书法艺术，基础雄厚，

书风醇正，使宁晋当之无愧为“河北省书

法之乡”；群众喜闻乐见的楹联文化已成

为全省文化战线的一条亮丽风景线；摄影

艺术也拥有了日益广泛的受众群体……另

外，引领道德风尚的善行楷模，日新月异

的城市建设等，不但为本书的编撰提供了

取之不尽的素材，还激励、引领宁晋人民

不断向前，再谱新篇。

文化容易失之于精细，精雕细琢的品

质使其不容易在产业上取得成功。可喜的

是，以工笔画为代表的文化产业，不但帮

助宁晋老百姓致富，而且净化了社会风

气，提高了农民素养，成为了社会和谐的

“润滑剂”，实现了“用文化资源教化

人、用文化产业富裕人、用文化事业凝聚

人”。宁晋正处在蓄势待发、大步跨越的

重要节点上，宣传系统及文化界人士正以

崭新的姿态投身发展浪潮，为聚集发力贡

献一份力量。就在本书编撰、出版之际，

宁晋文化的新高地——晶龙博物馆开馆纳

客；四项巡展正在全县掀起“文化繁荣、

激浊扬清”的热潮。本书的出版，不但将

对激发文艺界创作灵感、活跃群众文化生

活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也必将为全

县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无穷的精神力量。

《新文化 新生活 新宁晋》不仅是宁晋

文化事业的发展缩影，更是宁晋大地和宁

晋人民世代风貌的最佳阐释。希望本书能

提升宁晋的影响力、知名度和发展高度，

进而不断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

优势，推动全县文化大繁荣、大发展。

中共宁晋县委书记

二〇一四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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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笔宁晋
GONGBI NINGJIN 2 工笔宁晋

GONGBI NINGJIN 3

人员已超过4000人。作品门类涉及现代人物、

传统仕女、释道神像、翎毛花卉、走兽鱼虫、

青绿山水等，相继在省、市成功举办了工笔画

专题展览，并选拔作品参加深圳文博会、北京

文博会、广州国际艺术博览会等，作品主要销

往北京、天津、山东、新疆及日本、韩国等东

南亚市场。特别是在北京潘家园、琉璃厂两大

市场，宁晋作者的作品占工笔画销售总量的

80%以上。实现了工笔画产业的蓬勃发展，工

笔画已经成为宁晋县重要的文化品牌和文化产

业的“龙头”，工笔画作者致富奔小康的美梦

正在成真。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宁晋工笔画已逐渐

摆脱了起步阶段对临摹、复制的依赖，源自生

活、独立创作、结撰精到的作品正在刷新外界

对宁晋工笔画的最初印象。代表画家李青海、

刘振波、郑增科、张利涛、刘丽等人的作品，

有的入选了全国美展、全国工笔画大展；有的

在全国大展中摘金夺银，斩获重要奖项；有些

获奖作品在工笔画专场拍卖中拍到几十万乃至

百万的高价并成交，引起美术界、收藏界的

广泛关注。这在做大宁晋工笔画市场底盘的同

时，也为宁晋工笔画进军艺术品高端市场提供

了机遇。

中国工笔画古称丹青，是中国画的正宗

本源，其特点是精工精致、典雅富丽、雍容华

贵、恢弘大气。自楚汉至唐宋，工笔画一直都

是中国绘画的主流，唐代更是它的历史高峰，

名家荟萃，名作如云，创造了中国画的历史

辉煌。从古至今，也深受国人的喜爱。被美术

界、史论界、文物考古界、收藏界普遍认可的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综合不同版本共计十四件

作品入围，其中工笔画作品就有十三幅，占比

93%，说明工笔画的艺术价值是经得住历史考

验的。盛世收藏，当今已进入讲究品质的“精

致时代”，精致时代就应收藏精致艺术，而作

为精致时代艺术表征的工笔画则是不二之选。

工笔画的艺术市场一定有辉煌的前景，这也是

我断定宁晋县委、县政府发展文化产业力推工

笔画为“龙头”是睿智之举的缘由。

把工笔画产业做大做强，更重要的是要

有一支高素质的创作队伍。宁晋广大的工笔画

从业者不仅要练就一手扎实的基本功，更要有

创造意识，加强品学修养，深入理解工笔画深

邃的画学精义，在精研传统的基础上，立足当

代、锐意出新，提升作品的格调和品位，创作

出有思想深度的工笔画作品，这样不仅能得到

学术上的认可，同时牢牢地占领市场高地。

我高兴地获知，宁晋工笔画产业得到了河

北省、邢台市领导的高度重视与关怀，宁晋县

已将发展壮大工笔画产业列入本县“十二五”

发展规划，他们乘着党的十八大的东风，继续

本着“政府扶持、部门引导、市场运作”的模

式，上规模，创品牌，努力培养具有创新精

神、创造能力的工笔画精英，带动队伍的发展

壮大，力争到“十二五”末，使工笔画从业人

员达到万人以上，打造中国最大的工笔画产业

基地，全面推进宁晋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

荣，为圆“中国梦”汇聚正能量。

作为献身工笔画事业的工笔人，我对宁晋

工笔画充满期待。

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工笔画学会
常务副会长

2014年1月16日于北京龙吟半岛

河北省宁晋县文风鼎盛，近年更因以工笔

画创作为重点的文化产业风生水起被文化部命

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而名声大震。

我曾应邀多次到宁晋县考察调研，了解了

宁晋工笔画创作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产业从起步

到勃兴到繁荣的全过程，深为宁晋县委、县政

府将工笔画产业确定为该县文化产业的龙头予

以大力扶持的睿智与魄力，为宁晋工笔画产业

领军人物和数以千计的从业人员上下同心，戮

力以赴，共同打造工笔画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大

好局面的阵势与成效而折服。

五年前第一次到宁晋，我在当地领导的

指引下走进了工笔画从业者最集中的河渠镇，

参观了十几家作坊式的工笔画工作室。这些工

作室差不多都是师徒相传的模式，由一两位功

力深厚的画家带领几个年轻的艺徒，临摹、复

制名家名作，主体成员均为当地农民。令我惊

愕的是，有的艺徒虽然尚在豆蔻年华，仅仅

十五六岁，但天资颖悟，基本掌握了工笔画勾

描渲染技巧，能够完整临摹丈二、八尺的鸿篇

巨制。师徒们依赖售画所得谋生，收入大大高

于农耕所得。河渠画家信心满满，誓言：“南

有大芬村，北有河渠镇”，他们普遍怀有凭借

工笔画专业技能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美好梦想。

宁晋县党政领导也看到了藉此打造具有宁晋特

色的文化产业，助力地方经济发展的美好前景

并付诸实施。当然，他们也坦言，目前尚在起

步阶段，要达到工笔画产业良性、可持续发展

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要在变临摹复制

为创意创作，变低端市场为高端市场两方面下

大气力，做真功夫，着力打造文化产业的“微

笑曲线”。

党政领导的关怀和专业团体的扶持无疑

是滋润宁晋工笔画这株乡野奇葩茁壮成长的雨

露。几年来，宁晋县委、县政府按照中央、

省市提出的“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提升文化软

实力”的要求，把发展工笔画产业提升到发

展主导产业的高度，积极引导，合理规划，大

力扶持，由政府主管部门牵头创建了宁晋工

笔画官方网站，成立了工笔画艺术学校，同时

开辟培育了工笔画专业市场，集中部分作者成

立古槐画廊（已被命名为河北省文化产业示范

基地）。2010年1月，宁晋河渠建立了393艺术

区，并申请中国工笔画学会把宁晋河渠作为培

训、写生基地，请学会委托指派中国工笔画名

家授业传道，重点指导、培养业务骨干、领军

人物。国家专业团体、市县领导、工笔画家共

同发力，整体打造工笔画产业。目前，宁晋县

工笔画产业已从河渠辐射到城关、换马店、北

河庄一带，遍布全县三分之一的村庄，形成了

实力较强的30多个工笔画特色村，汇集工笔画

作者5人以上的画室、工作室达200多个，从业

奇葩竞秀因雨露		助力圆梦藉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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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成真。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宁晋工笔画已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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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波、郑增科、张利涛、刘丽等人的作品，

有的入选了全国美展、全国工笔画大展；有的

在全国大展中摘金夺银，斩获重要奖项；有些

获奖作品在工笔画专场拍卖中拍到几十万乃至

百万的高价并成交，引起美术界、收藏界的

广泛关注。这在做大宁晋工笔画市场底盘的同

时，也为宁晋工笔画进军艺术品高端市场提供

了机遇。

中国工笔画古称丹青，是中国画的正宗

本源，其特点是精工精致、典雅富丽、雍容华

贵、恢弘大气。自楚汉至唐宋，工笔画一直都

是中国绘画的主流，唐代更是它的历史高峰，

名家荟萃，名作如云，创造了中国画的历史

辉煌。从古至今，也深受国人的喜爱。被美术

界、史论界、文物考古界、收藏界普遍认可的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综合不同版本共计十四件

作品入围，其中工笔画作品就有十三幅，占比

93%，说明工笔画的艺术价值是经得住历史考

验的。盛世收藏，当今已进入讲究品质的“精

致时代”，精致时代就应收藏精致艺术，而作

为精致时代艺术表征的工笔画则是不二之选。

工笔画的艺术市场一定有辉煌的前景，这也是

我断定宁晋县委、县政府发展文化产业力推工

笔画为“龙头”是睿智之举的缘由。

把工笔画产业做大做强，更重要的是要

有一支高素质的创作队伍。宁晋广大的工笔画

从业者不仅要练就一手扎实的基本功，更要有

创造意识，加强品学修养，深入理解工笔画深

邃的画学精义，在精研传统的基础上，立足当

代、锐意出新，提升作品的格调和品位，创作

出有思想深度的工笔画作品，这样不仅能得到

学术上的认可，同时牢牢地占领市场高地。

我高兴地获知，宁晋工笔画产业得到了河

北省、邢台市领导的高度重视与关怀，宁晋县

已将发展壮大工笔画产业列入本县“十二五”

发展规划，他们乘着党的十八大的东风，继续

本着“政府扶持、部门引导、市场运作”的模

式，上规模，创品牌，努力培养具有创新精

神、创造能力的工笔画精英，带动队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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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勃兴到繁荣的全过程，深为宁晋县委、县政

府将工笔画产业确定为该县文化产业的龙头予

以大力扶持的睿智与魄力，为宁晋工笔画产业

领军人物和数以千计的从业人员上下同心，戮

力以赴，共同打造工笔画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大

好局面的阵势与成效而折服。

五年前第一次到宁晋，我在当地领导的

指引下走进了工笔画从业者最集中的河渠镇，

参观了十几家作坊式的工笔画工作室。这些工

作室差不多都是师徒相传的模式，由一两位功

力深厚的画家带领几个年轻的艺徒，临摹、复

制名家名作，主体成员均为当地农民。令我惊

愕的是，有的艺徒虽然尚在豆蔻年华，仅仅

十五六岁，但天资颖悟，基本掌握了工笔画勾

描渲染技巧，能够完整临摹丈二、八尺的鸿篇

巨制。师徒们依赖售画所得谋生，收入大大高

于农耕所得。河渠画家信心满满，誓言：“南

有大芬村，北有河渠镇”，他们普遍怀有凭借

工笔画专业技能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美好梦想。

宁晋县党政领导也看到了藉此打造具有宁晋特

色的文化产业，助力地方经济发展的美好前景

并付诸实施。当然，他们也坦言，目前尚在起

步阶段，要达到工笔画产业良性、可持续发展

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要在变临摹复制

为创意创作，变低端市场为高端市场两方面下

大气力，做真功夫，着力打造文化产业的“微

笑曲线”。

党政领导的关怀和专业团体的扶持无疑

是滋润宁晋工笔画这株乡野奇葩茁壮成长的雨

露。几年来，宁晋县委、县政府按照中央、

省市提出的“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提升文化软

实力”的要求，把发展工笔画产业提升到发

展主导产业的高度，积极引导，合理规划，大

力扶持，由政府主管部门牵头创建了宁晋工

笔画官方网站，成立了工笔画艺术学校，同时

开辟培育了工笔画专业市场，集中部分作者成

立古槐画廊（已被命名为河北省文化产业示范

基地）。2010年1月，宁晋河渠建立了393艺术

区，并申请中国工笔画学会把宁晋河渠作为培

训、写生基地，请学会委托指派中国工笔画名

家授业传道，重点指导、培养业务骨干、领军

人物。国家专业团体、市县领导、工笔画家共

同发力，整体打造工笔画产业。目前，宁晋县

工笔画产业已从河渠辐射到城关、换马店、北

河庄一带，遍布全县三分之一的村庄，形成了

实力较强的30多个工笔画特色村，汇集工笔画

作者5人以上的画室、工作室达200多个，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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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笔画亦称“细笔画”，与“写意画”相

对应，是以精谨细腻的笔法描绘景物的中国

画表现方式。工笔画大致可分为四类：工笔白

描、工笔淡彩、工笔重彩和没骨工笔。从表现

内容上又可分为：工笔山水、工笔花鸟和工笔

人物。

工笔画一般先要画好稿本，再复上有胶矾

的宣纸或绢，先用狼毫小笔勾勒，然后随类敷

色，层层渲染。与写意画不同，工笔画更多地

关注“细节”，注重写实，不论何种题材，都

力求于形似，要求线条工整、细腻、严谨。

“形”在工笔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使用

“尽其精微”的手段，通过“取神得形、以线

立形、以形达意”取得神态与形体的完美统

一。唐代杰出画家边鸾能画出禽鸟活跃之态、

花卉芳艳之色，其《牡丹图》光色艳发，妙穷

毫厘，仔细观赏便可确信所画的是中午的牡

丹，原来画面中的猫眼有“竖线”可见。又如

五代画家黄筌写花卉翎毛因工细逼真，呼之欲

出，而被苍鹰视为真物而袭之。

工笔画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时期，唐、五代

和两宋时期出现了工笔画大繁荣，诞生了难以

逾越的艺术高峰，那些永垂丹青史册的经典之

作，为艺术家提供了奋进的标杆。元、明以

后，写意画盛行，工笔画逐渐衰微。在经历了

数百年沉寂之后，工笔画于20世纪开始复苏，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中国工笔画吸收了东西方

新视觉艺术语言的元素，打破了传统工笔画单

一勾勒、渲染的创作技法，在创作理念、思

维、色彩、技法、写意性等方面大胆探索，形

成了独立的审美特征，使工笔画从传统走向当

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繁荣，从而散发出独

特的东方魅力。

工 笔 画 简 介

《洛神赋图》（局部）东晋 顾恺之

《富贵白头》 近现代  于非

《高山景行》 冯大中

《荷香鸭肥》 喻继高

《秋冥》 何家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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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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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上又可分为：工笔山水、工笔花鸟和工笔

人物。

工笔画一般先要画好稿本，再复上有胶矾

的宣纸或绢，先用狼毫小笔勾勒，然后随类敷

色，层层渲染。与写意画不同，工笔画更多地

关注“细节”，注重写实，不论何种题材，都

力求于形似，要求线条工整、细腻、严谨。

“形”在工笔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使用

“尽其精微”的手段，通过“取神得形、以线

立形、以形达意”取得神态与形体的完美统

一。唐代杰出画家边鸾能画出禽鸟活跃之态、

花卉芳艳之色，其《牡丹图》光色艳发，妙穷

毫厘，仔细观赏便可确信所画的是中午的牡

丹，原来画面中的猫眼有“竖线”可见。又如

五代画家黄筌写花卉翎毛因工细逼真，呼之欲

出，而被苍鹰视为真物而袭之。

工笔画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时期，唐、五代

和两宋时期出现了工笔画大繁荣，诞生了难以

逾越的艺术高峰，那些永垂丹青史册的经典之

作，为艺术家提供了奋进的标杆。元、明以

后，写意画盛行，工笔画逐渐衰微。在经历了

数百年沉寂之后，工笔画于20世纪开始复苏，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中国工笔画吸收了东西方

新视觉艺术语言的元素，打破了传统工笔画单

一勾勒、渲染的创作技法，在创作理念、思

维、色彩、技法、写意性等方面大胆探索，形

成了独立的审美特征，使工笔画从传统走向当

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繁荣，从而散发出独

特的东方魅力。

工 笔 画 简 介

《洛神赋图》（局部）东晋 顾恺之

《富贵白头》 近现代  于非

《高山景行》 冯大中

《荷香鸭肥》 喻继高

《秋冥》 何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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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波

字“听涣”，1974 年生，

师从李清洲、李魁正、胡勃、

刘健等名家，现为中国美协会

员，中国工笔画学会理事，中

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画家，

北京工笔重彩画会会员，邢台

市人大代表，邢台市美协副主

席，宁晋县美协主席，化纹学

社画家。

2008 年， 作 品《 丽 人》

入选“学院工笔——首届全国

青年工笔画新锐艺术展”，《凤

鸣传谁意》入选全国第七届工

笔画大展。2011 年，作品《古

韵乡情入画图》获第八届全国

工 笔 画 大 展 金 奖。2012 年，

《乡情入画图》获全国第三届

中国画线描艺术展优秀奖（最

高奖）。2013 年，作品《沐浴》

入选“泰山之尊”全国中国画

作品展。

沐浴

作品赏析
Z U O P I N  S H A N G X I

展示宁晋工笔精品佳作

赏析
ZUOPIN SHANGXI

作品



工笔宁晋
GONGBI NINGJIN 6 工笔宁晋

GONGBI NINGJIN 7

刘振波

字“听涣”，1974 年生，

师从李清洲、李魁正、胡勃、

刘健等名家，现为中国美协会

员，中国工笔画学会理事，中

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画家，

北京工笔重彩画会会员，邢台

市人大代表，邢台市美协副主

席，宁晋县美协主席，化纹学

社画家。

2008 年， 作 品《 丽 人》

入选“学院工笔——首届全国

青年工笔画新锐艺术展”，《凤

鸣传谁意》入选全国第七届工

笔画大展。2011 年，作品《古

韵乡情入画图》获第八届全国

工 笔 画 大 展 金 奖。2012 年，

《乡情入画图》获全国第三届

中国画线描艺术展优秀奖（最

高奖）。2013 年，作品《沐浴》

入选“泰山之尊”全国中国画

作品展。

沐浴

作品赏析
Z U O P I N  S H A N G X I

展示宁晋工笔精品佳作

赏析
ZUOPIN SHANGXI

作品



工笔宁晋
GONGBI NINGJIN 8 工笔宁晋

GONGBI NINGJIN 9

画家刘振波赠送敬一丹肖像
作品并合影留念

一
丹
大
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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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丽

1974 年生，毕业于

河北师大美术学院，文

学硕士。现为中国美协

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

会员，总装备部美术书

法院创作员，解放军军

械工程学院讲师。作品

入选第十一届全国美展

等重大展览，并多次获

最高奖。

故
乡
的
小
河

枣
儿
熟
了

赏析赏析
ZUOPIN SHANGXIZUOPIN SHANGXI

作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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