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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版

探秘《墨言洛阳》真迹册页系列——《众说纷纭话“墨言”》
2014年年初，帝都洛阳的文化圈和收藏界突然热闹非常，业内人士纷纷议论着一套极其宝贵的书画珍本：它凝聚洛阳历史深沉，用诗、

书、画、印四大艺术手法，精彩再现洛阳的千年繁华；它还是一项规模宏大的艺术工程，未来的12年里，每年1集60本，将累计创作12集共720
本真迹册页永载史册，艺术价值令人叹为观止。它就是大型历史题材书画真迹册页《墨言洛阳》。它究竟有什么珍贵之处？为此，我们推出

“探秘《墨言洛阳》真迹册页系列——《众说纷纭话‘墨言’》”，专访我市知名专家及各界人士为您探秘解读。

1月22日，大型历史题材书画系列真
迹册页《墨言洛阳》第一集《甲午》正式推
出，引发我市文化界、收藏界的高度关注。

知名学者、教育家叶鹏教授对《甲午》
集作出高度评价，他认为《墨言洛阳》是洛
阳的审美定格，展现洛阳，传承洛阳，将成
为帝都奇葩。

展现洛阳山水，传承河洛文化

叶鹏教授说，天地钟情，洛阳“山河拱
戴，形胜甲于天下”。洛阳秀山丽水，既有
北国高崖磅礴的气度，又有南疆水韵旖旎
的风情。洛阳北枕黄河，大河东去。伊洛
瀍涧，四水送青，似玉带飘落河洛大地。
洛阳西南，群山环抱，是未被惊扰的大自
然之梦。洛南山水，远离红尘，永葆大自
然的天趣。

叶鹏教授认为，《墨言洛阳》是洛阳的审
美定格。作为精英文化群体策划的一项令人
珍重的文化工程，《墨言洛阳》规模宏大，创意
新颖，邀集的书画名家们用审美的眼光记录
洛阳的自然风光和文化辉煌，可以说是“独步
天下，举世无双”。

凝聚艺术国粹，重现洛阳文明

叶鹏教授认为，河洛文化的渊源、灵
魂，则是礼乐文化。礼乐文化，是中华民

族人格尊严意识的觉醒，几千年来，已成
中华儿女的民族心理。

《墨言洛阳》的推出，体现了礼乐文化的
内在追求，以凝聚中国书画诗、书、画、印四
大艺术国粹的形式，整合、聘请洛阳乃至全
国范围诗、书、画、印名家联袂参与，围绕洛
阳地域文化遗址、历史人物、文化现象、文化
精神、山川地貌等经典，歌颂美好洛阳。

叶鹏教授说，《墨言洛阳》是对洛阳的
歌颂，是对河洛文化的歌颂，同时也是对礼
乐文化的歌颂。作为审美的载体，《墨言洛
阳》的推出，有助于重现洛阳的辉煌文明。

展示名家力作，推动文化创造

“眼下，洛阳有众多书画名家，他们都
在用自己的智慧记录洛阳的山水秀丽和文
化辉煌，鼓舞和推动着新的年轻一代的文
化创造。”叶鹏教授说。

叶鹏教授认为，与以往书画家们比较
分散、随意性较强的创作不同，《墨言洛
阳》通过策划者的积极组织，使入选的书
画名家们有意识地进行主题创作。可以
说，《墨言洛阳》是一次契机，把书画名家
们的自在状态变成自觉精神，使书画名家
们满怀热情地奉献自己的审美创造。

此外，连续 12 年的坚持推出，《墨言
洛阳》也将成为一年一度的洛阳书画名家

作品选拔赛，一年一度的分集，将优中选
优，最大化地展示洛阳书画名家的实力佳
作。

十二年品牌积累，文化活力生生不息

据了解，《甲午》是《墨言洛阳》的第一
集，随后为《乙未》、《丙申》、《丁酉》……12
年里，《墨言洛阳》将与时俱进，在保证整体
风格完整协调的前提下，每集60本、12年
720本真迹册页，每年都会有创新，每年都
会有亮点。

对此，叶鹏教授说，洛阳的审美对
象，题材缤纷。《墨言洛阳》不仅具有收
藏品本身的价值，还有一些提升其收藏
价值的重要因素：其一，书画名家作品的
单幅收藏无法与整体收藏相提并论；其
二，经过 12 年漫长岁月，《墨言洛阳》累
积起来的价值将不同凡响；其三，《墨言
洛阳》作为书画名家对洛阳审美的集体
表达，具有生生不息的文化活力，《墨言
洛阳》必将成为帝都奇葩，作为传世的艺
术大典，成为后世的收藏珍品。

目前，《墨言洛阳》正在接受认购，或
许您也可以成为《墨言洛阳》书画真迹册
页的收藏者之一。咨询电话：6493 2999，
地址：西工区美术馆路洛阳画院。

（张莹）

诗书画印饱蘸深情《墨言洛阳》将成为帝都传世大典

叶鹏：1935年生，浙江省玉
环县人。著名文学评论家、散文
家、教育家。1957年毕业于复旦
大学中文系。原洛阳师专校长、
教授，被称为教育界“最完整的
教师”。国家有特殊贡献专家、
省管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著有《灵台叩问录》、《诗
境徜徉录》、《色彩小品》、《秋林
扫叶》、《邙山秋风》等作品。

《墨言洛阳》受到热捧，寻常百姓也来寻宝——

一名修锁匠与《墨言洛阳》的“艺术”情缘

孟凡静《谐说“墨言”》

一名修锁匠的《墨言洛阳》情

前不久，在《墨言洛阳》运营团队办
公室，笔者见到一位拿着里面装满一沓
一沓五元十元零钱大包的修锁匠走了
进来，他手里还拿着一篇自创文稿《谐
说“墨言”》。

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修锁匠叫孟凡
静，56岁，在涧西区康滇路上经营一
家五六平方米的修锁店，偶尔也喜欢

“舞文弄墨”，最执着的就是喜欢收藏，
几十年都未曾变过。去年年底，《墨言
洛阳》刚刚启动时，他便开始关注《墨

言洛阳》的一举一动。
“我这几天都没有睡着觉，太兴奋

了，我看到《墨言洛阳》第一眼时，就决定
一定要收藏一册。我喜欢收藏，第一眼
就喜欢《墨言洛阳》，这可能就是缘分吧！”
孟凡静兴奋地有点语无伦次。认识孟凡
静的人都知道他喜欢收藏，老唱片、印号
特殊的人民币、有特殊意义的报 纸
……孟凡静的收藏门类众多，五花八门，
但不要认为孟凡静只是心血来潮。

之前，有人质疑孟凡静是一时感情
用事，才会作出这样远超他经济承受能
力的决定，不过孟凡静心里很清楚，他
说：“酒香不怕巷子深，这是过去。现在
酒香也怕巷子深，但是咱们洛阳的文化
多深厚，还有很多的民间博物馆兴建，
洛阳的文化产业已经开始复苏了。”

让洋儿媳通过《墨言洛阳》
感受洛阳文化

马寺钟声、龙潭飞瀑、白云日出、
龙门山色、洛神宓妃、香山问茶……这
些关于洛阳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理、名
胜古迹齐刷刷地收录在了《墨言洛阳》
里，诗、书、画、印的结合就是一本“话
说洛阳”的书画读本。在孟凡静看来，
想把《墨言洛阳》淹没在时间的长河
里，绝不是任何一件后起之作能够做
到的事情。《墨言洛阳》是十二年的大
创作大工程，“洛阳纸贵”千年之后再

一次上演指日可待。
孟凡静说，自己现在的生活不算富

裕，但生计不成问题。他觉得，虽然《墨
言洛阳》的升值空间毋庸置疑，但用来
投资这并不是他的初衷。收藏《墨言洛
阳》，孟凡静还有更为长远的考虑。孟
凡静的儿子在国外定居，娶了一名洋儿
媳。他不仅希望洋儿媳能够通过《墨言
洛阳》来了解家乡洛阳的山水和文化，
更想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在《墨言洛阳》
中看到洛阳的文化，感受洛阳的文化。

“如果没有特殊原因，我不会轻易转
让它，我享受看到这些诗、书、画、印的感
觉，更想让后人通过《墨言洛阳》感受这
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孟凡静说。

首次看到这种规模的
“名家聚首”

王绣：“这次可要好好‘秀’一把哟。”
文柳川：“人勤、艺高、画精，‘墨言’

必将‘稳流传’。”
索铁生：“‘索’到一册，‘铁’定‘生’值。”
高少华：“价值‘高’，发行‘少’，‘墨

言洛阳’绘精‘华’。”
张建京：“甲午册页，张张作品，件

件精华……”
预订到《墨言洛阳》之后，孟凡静随

着兴致写了一篇《谐说“墨言”》的文章。
他说：“在我的印象中，洛阳文化界还是
第一次将这么多的本土书画名家聚集起

来，更为难得的是这么多大师们联合起
来为一个主题创作。很多人想收藏他
们的作品，但苦于无门求画，更不敢想
一下能够收藏这么多的名家作品。”

“难中自有乐，苦中品味甜；千年等
一回，最爱是‘墨言’。”这是孟凡静的
《谐说“墨言”》结尾的一句话。孟凡静
说，现在的《墨言洛阳》刚刚开始，它承
载的是洛阳文化传承，随着时间的推
移，它将会变成洛阳的一部传奇。

据了解，《墨言洛阳》运行团队听说
孟先生的事情后表示：一、孟先生的事
情和经济状况他们已经知晓，首先很感
谢孟先生等洛阳艺术爱好者的信任和
厚爱，并且深受感动，但还要提醒其他
市民朋友，收藏一定要结合实际量力而
行；二、册页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价值的
逐步提升很可能会溢价回收，所以，册
页不要随意转让，请广大市民朋友放
心。 （张莹）

核心提示

因为《墨言洛阳》的问世，平静了
许久的洛阳文化界和收藏界也开始活
跃起来。叶鹏、王绣、文柳川、索铁生、
高少华、张建京、吴非、郑贞富……
当这些当代洛阳文化界大家们的作
品汇集在《墨言洛阳》里时，收藏界达
人意料之中的“洛阳纸贵”传奇将会
再现。

不过，以后《墨言洛阳》的“纸”贵
不贵是后话，现在的《墨言洛阳》将开
始“飞入平常百姓家”，一名修锁匠已
经与《墨言洛阳》结下情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