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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占峰  

男，汉族，1968 年生于河北省深州

1988 年考入河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河北画院画家，国家二级美术师

主要参展作品

《青春·律动》第五届河北体育美展

《逝去的风》获第九届燕赵群星奖优秀奖

《穿越极致》第三届中国油画展

《百花齐放总是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60 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

《谁能缚住苍龙》第九届全国美展河北精品展

《坝上日记》获首届河北青年美展优秀奖

《奔月》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河北省群众美术书法摄影优秀作品展

《远去的风景》携手新世纪河北省油画作品展

2007 年 日本福岛交流展

2009 年 第一届走进太行——河北省美术家优秀作品展

2010 年 第二届走进太行——河北省美术家优秀作品展

2010 年 圆点·漂移当代学院艺术邀请展（文化部重点工程）

2011 年 第三届走进太行——河北省美术家优秀作品展

2011 年 台北中山纪念馆交流展

2012 年 上海陆俨少美术馆交流展

2012 年 根固文脉 第二届海峡两岸书画名家交流展举行

2013 年 青海、宁夏交流展

2013 年 河北省政协文史馆收藏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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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梁江不是江河的名字，而是河北井陉县城西南约 30 公里处一个小村子的名字，在历史的风雨中静立了几百年，像是一个石

头砌成的童话世界，在太行山群山环抱之中，至今仍有保存完好的明清古民居建筑 314 座，是一个完整的山区古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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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情源

我小时候生长在华北大平原，从记事起

就常听大人们讲山的故事。因为生在平原的

缘故，对山里的故事特别有兴趣，因此，对

山的向往很早就埋在心底。那时候农村特别

穷，我们这些村里的孩子是很难出远门的，

好多故事也都是听老人们以及那些天南地北

到处跑业务的生产队里的业务员们讲的。

记得每到夏季，村子里的人们经常坐在

一起聊天讲故事，那时候没有电视甚至连电

灯也没有，人们的精神生活主要是茶余饭后、

劳作之余的聊天和讲故事，谁的故事多那在

村子里是很受人敬仰的。我家的院子没有围

墙，前边是庄稼地，再往前不远是当时县里

最大的企业——化肥厂。一到晚上我家的院

子就被化肥厂高高的电灯光给洒满了，人们

吃过晚饭都爱来乘凉聊天，常常是坐了一院

子的人，有的铺个苇凉席，有的搬个大马扎子，

有的弄几块砖甚至土坯，大家用最大号的粗

瓷茶缸子喝着最廉价的茉莉花茶——当时北

方的农村都爱喝这种茶，因为香气足就觉得

是好茶。大家谈古论今，谈天说地，看谁能

讲，因为谁能讲就证明谁见识广，什么都聊，

尤其是鬼怪神狐的故事大家都爱听，那时我

特佩服那些故事多的人。有时候梦中常常回

到童年时光里不愿醒来，随着年龄的增长、

对家乡的怀念、儿时的记忆有增无减，愈加

强烈，怀念成为了一种独处时的享受。那时

候乡亲们虽然不富裕，也很劳累，但很开心，

很真实，很踏实，不像现在这样累心。用现

在的话说就是幸福指数也不低，因为那时候

不必为沉重的药费、学费和房费去着急上火。

那时候家家夜不闭户，人人路不拾遗，谁家

有事一个村子都去帮忙，共同和谐地生活在

一起，是一种极度信赖的共生共享的关系，

真的好让我怀念。

后来，我来到省城学习美术，一个土生

土长的村里娃突然到了大城市，真有点刘姥

姥进大观园的感觉。虽然那时省城比现在小

很多，但对我来说就像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

界，那种心情是不言而喻的。刚来的时候心

里很难平静，因为在省城向西可以隐约看到

山，而每到晴天无云的时候我最喜欢做的事

情就是看那感觉并不遥远的山。说实在的，

只是小时候看电影知道赵勇刚在太行山打日

本鬼子，可并不知道眼前这山就是太行山，

也不知道太行山有多大、多高、多长。

由于自己内心山的情结，在美术班就特

别喜欢山区的同学，特别喜欢听他们讲家乡

山区里的事，觉得他们生在山里太幸福了。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山区比我们老家的平原还

穷、还辛苦，只是觉得他们从小就可以天天

看山，天天感受到大山的胸怀，所以我总有

一种仰望他们的感觉，也总是向他们打听一

些关于山的故事和传说。

记得当时流行一首台湾的校园歌曲，名

字叫《童年》，特别好听，尤其是里面有句

太行山阜平境内岩石形态

008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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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山谷大声呼喊着——我——来——了……

向西望去连绵不断的大山层峦叠嶂，远处高

音喇叭的声音夹杂着此起彼伏的鸡鸣狗叫随

着山风飘了过来，那种情景真的令我一生难

忘。我们又突发奇想，看看能不能看到我们

的家乡，觉得这么高的山一定能看到老家，

起码也能看到我们家南边化肥厂的大烟囱吧。

转身向东望，家乡就在内心的不远处，可无

论怎么眺望也看不到，看到的是省会到处林

立的大烟囱和整片整片的街区。细细地看去，

我们来时的路并不难看到，而且我们的路程

并不太远，甚至很近，很近。这些难以忘却

的记忆都已经过去快三十年了，但却常常进

入到我的梦里。

后来，进入师大美术系上学，去山里的

机会越来越多了，使我这个爱山的农村孩子

进一步对太行山有了更深的了解，也产生了

很深的情愫，我深深的爱上了她——太行山。

悠悠的八百里太行山承载了无数的辉煌与灿

烂，也背负了巨大的伤痛与悲壮，在中华民

族的历史长河中不少典故与文明符号都和太

行山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她的地理因素，

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征战有很多和她息息相关，

尤其是近代她更是成为了抗日的一面旗帜，

无数中华儿女从各地走来又从这里走向了各

方。太行山孕育了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也孕

育了太行山的精神。随着河北省连续举办的

“走进太行”大型写生、创作活动的开展，

歌词好像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太阳总下到

山的那一边，没有人能告诉我山里面有没有

住着神仙”。每次我听到这句歌词时内心对

山的那种向往就尤为强烈，思绪也顿然随想

象飞到了心中的山里。

终于，有一天我按耐不住，和几个家住

平原一起学画的同学商量要去登山。记得那

是个星期天，我们头一天就借好了自行车，

天还不亮就向着那隐约的山开始“远行”了，

心情无比激动。我们从市里出发，一路上唱

着歌也不问路，只要对准方向就一头扎下去

了。及近中午时分，我们来到了一个生产队，

准备弄点水喝。突然抬头看到渴盼已久的大

山就在眼前了，我们都惊呆了，抬头望去山

是那样的雄伟，远处伸向山脚下的路上的行

人和车马都感觉非常的渺小，在此之前我看

到最高的建筑就是我家南边化肥厂的烟囱和

厂房了。如今站在大山的脚下我真有点找不

到北了，我全身的血液都澎湃了。我们决心

一定要爬上面前这座最高的山峰，于是我们

把自行车存放在了生产队的牲口棚里，做好

了爬山的准备。其实上山的路有好多条，可

是我们这几个从没爬过山的却不循路而上，

而是哪不好走从哪走，哪不好上从哪上，真

有一种“挑战”精神。大概不到一个小时我

们就到了山顶，大家极目远眺着，感受着，

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幸福感油然而生，觉得自

己“伟大”了很多，好像成了英雄。我们对

我也从更深层认识和体会到了太行山的历史

和文化，使我更加坚定地沿着弘扬太行精神

这个主旨方向进行创作，用我的热情讴歌伟

大的太行山。

在近几年不断对艺术语言的探索中，虽

然还未成熟，但是心中的方向清晰了。伸手

古今，骑墙东西，绝不墨守成规，我为我们

有这么悠远而丰富的文化和历史而自豪，这

些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我

用心研究了大量的传统山水画以期探索并契

合于太行山精神，因此在近几年的创作中也

突出引入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元素，使我对

我们的传统文化、艺术有了深入的了解，同

时也进一步地产生了敬意和自豪。作为中国

人，一路走来多年学习西方绘画始终不怠，

然而回头环顾泱泱五千年浸润至深的中华文

化，顿觉让我有了方向和力量。

太行山是革命的山，她曾是中原文明抵

御外族的“长城”，也曾是中华民族抗击日

寇的大本营。她曾孕育了慷慨悲壮的燕赵文

化，也曾孕育了不屈不挠抗战的红色文明，

同时也孕育了新中国。作为一个美术工作者，

我将用毕生的精力去创作去讴歌太行山的精

神和文化，我将沿着这条红色的大路走下去，

一直走入我心中的大山里。

贾占峰

2012 年于河北画院画室

太行山云山环绕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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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太行山孕育了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也孕

育了太行山的精神。随着河北省连续举办的

“走进太行”大型写生、创作活动的开展，

歌词好像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太阳总下到

山的那一边，没有人能告诉我山里面有没有

住着神仙”。每次我听到这句歌词时内心对

山的那种向往就尤为强烈，思绪也顿然随想

象飞到了心中的山里。

终于，有一天我按耐不住，和几个家住

平原一起学画的同学商量要去登山。记得那

是个星期天，我们头一天就借好了自行车，

天还不亮就向着那隐约的山开始“远行”了，

心情无比激动。我们从市里出发，一路上唱

着歌也不问路，只要对准方向就一头扎下去

了。及近中午时分，我们来到了一个生产队，

准备弄点水喝。突然抬头看到渴盼已久的大

山就在眼前了，我们都惊呆了，抬头望去山

是那样的雄伟，远处伸向山脚下的路上的行

人和车马都感觉非常的渺小，在此之前我看

到最高的建筑就是我家南边化肥厂的烟囱和

厂房了。如今站在大山的脚下我真有点找不

到北了，我全身的血液都澎湃了。我们决心

一定要爬上面前这座最高的山峰，于是我们

把自行车存放在了生产队的牲口棚里，做好

了爬山的准备。其实上山的路有好多条，可

是我们这几个从没爬过山的却不循路而上，

而是哪不好走从哪走，哪不好上从哪上，真

有一种“挑战”精神。大概不到一个小时我

们就到了山顶，大家极目远眺着，感受着，

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幸福感油然而生，觉得自

己“伟大”了很多，好像成了英雄。我们对

我也从更深层认识和体会到了太行山的历史

和文化，使我更加坚定地沿着弘扬太行精神

这个主旨方向进行创作，用我的热情讴歌伟

大的太行山。

在近几年不断对艺术语言的探索中，虽

然还未成熟，但是心中的方向清晰了。伸手

古今，骑墙东西，绝不墨守成规，我为我们

有这么悠远而丰富的文化和历史而自豪，这

些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我

用心研究了大量的传统山水画以期探索并契

合于太行山精神，因此在近几年的创作中也

突出引入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元素，使我对

我们的传统文化、艺术有了深入的了解，同

时也进一步地产生了敬意和自豪。作为中国

人，一路走来多年学习西方绘画始终不怠，

然而回头环顾泱泱五千年浸润至深的中华文

化，顿觉让我有了方向和力量。

太行山是革命的山，她曾是中原文明抵

御外族的“长城”，也曾是中华民族抗击日

寇的大本营。她曾孕育了慷慨悲壮的燕赵文

化，也曾孕育了不屈不挠抗战的红色文明，

同时也孕育了新中国。作为一个美术工作者，

我将用毕生的精力去创作去讴歌太行山的精

神和文化，我将沿着这条红色的大路走下去，

一直走入我心中的大山里。

贾占峰

2012 年于河北画院画室

太行山云山环绕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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