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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今年9月，孙玮珂又一次受邀为
2015 年的“中国礼物”进行设计创
作，这次他选择了自己更加熟悉的题
材——中国书画，于是“中国书法”“中
国山水”“中国博物馆”以及印有国徽
的明信片“文化中国”入选。

值得一提的是，在主题为《中国
书法》的挂历中，收录了12位书法家
的作品，有3名书法家来自洛阳，8月
的月历上，草书作品来自两届兰亭奖
得主、我市书法家王鸿斌，10月的月
历上，是我市书法家李健所书的魏
碑，而11月的月历上，是来自我市的
两届兰亭奖得主刘伊明的作品。封
面上“中国书法”这4个俊逸的大字，
则由孙玮珂亲笔所书。在《中国山
水》里，有 6位洛阳著名画家的作品

被收录。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宣传

咱们的河洛文化，希望祖先留给我们
的这笔宝贵遗产能够传播到更远的地
方。”孙玮珂说，为此这些年除了在自
己的领域里钻研，他更做了不少推动
文化交流的事。

如今，他把不少精力投到了对古
琴的普及与对外交流中。在孙玮珂看
来，文化不仅要引进来，更要走出去，
只有不断交流才能发扬光大，并且注
入新的活力。

因此，孙玮珂——这位被不少人
称为“文化使者”的艺术家将永不停
歇，他说，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希望更
多的河洛文化，能够像娇艳的洛阳牡
丹一样，“绽放”在世界各地。

中国驻外机构送出的挂历、明信片等礼物，许多由洛阳艺术家设计

牡丹、龙门经他之手
融入“中国礼物”走向世界

□记者 李砺瑾/文 杜武/图

昨日下午，在位于九都路山陕会馆的上阳琴院内，今年
55岁的孙玮珂从一个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红色
袋子里，掏出一本“中国牡丹”挂历，除了这本挂历，还有“中
国现代建筑”“中国世界之最”等挂历和台历，这些作品均由
他设计，将作为2014年的“中国礼物”，由我国驻外机构送给
各国友人。

孙玮珂说，2015 年的“中国礼物”，还会有更多洛阳书
画家的作品融入其中，而这正是他多年来一直努力的目
标——将河洛文化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洛阳晚报记者看到，“中国牡丹”
挂历的封面以大红色为基调，上面有
对牡丹的介绍。孙玮珂说，“中国牡
丹”挂历一共收录了12位国内著名画
家的作品，其中4月的那页月历，收录
了我市著名画家、“新牡丹画派创始
人”王绣的牡丹画。

“以洛阳画家的牡丹画作为4月
的月历，是对咱们牡丹文化节的一种
宣传。”孙玮珂说。

孙玮珂说，除了牡丹，龙门石窟
以明信片的形式呈现。洛阳晚报记
者看到，明信片上展现的是卢舍那的
侧面图。孙玮珂说，这幅照片拍摄角
度独特，让人印象深刻，作者汪劲松
也是洛阳人。

类似的洛阳元素在孙玮珂设计
的作品中也多有涉及，例如在“中国
世界之最”中，就有古老的东西贸易
通道——丝绸之路。

作为一名在洛阳生活多年的艺术
家，孙玮珂设计的这些作品缘何会被
外交部“相中”，作为“中国礼物”送到
世界各地呢？这就要介绍一下这位
艺术家了。

谈到孙玮珂的艺术成就，一两句
话真是难以说清，作为书画家，他画的
梅花空灵、清逸，交通运输部外宾厅所
挂《红梅图》，就出自他手；作为篆刻
家，他的作品在1988年就入选首届中
国篆刻艺术展；作为金石学家，他对河
南汉画像砖多有研究……

孙玮珂说，2012年春天的一天，
当他接到有关部门打来的电话，希望

自己能够为中国驻外机构设计2014
年的挂历、台历以及明信片时，欣喜
之余并不感到轻松。一方面，他要和
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几十位
名家一同角逐这一资格；另一方面，
青花瓷、剪纸等一些传统文化符号
已经在过去的作品中使用过，他的
设计要想被采用，必须有所创新。
这个时候，他想到了河洛文化，想到
了洛阳牡丹、卢舍那，经过精心设
计，作品逐渐形成特色，“中国牡丹”

“中国现代建筑”“中国保护动物”
“中国世界之最”获得大家的赞赏和
认可。

让河洛文化走得更远，对外交流不停歇

4月那页收录洛阳画家作品，寓意深刻

融入洛阳元素，作品形成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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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玮珂展示他设计的“中国牡丹”挂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