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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良芬邱锐锋

国 旗 颂

1949

年
10

月
1

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了！”划时代的声音响彻云霄，回荡在地
球上的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一面五
星红旗冉冉升起，飘扬在天安门广场的
上空。当时，我所在的人民解放军二野
四兵团在陈赓司令员的指挥下，百万雄
师挺进赣粤追堵垂死挣扎、想从海上逃
跑的蒋军王牌余汉谋部， 最终全歼敌
军，为国庆献礼，为五星红旗增辉！

今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
历了改革开放、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光辉历程，新中
国迎来了成立

61

周年。在此，让我们共
同携手歌颂国旗———五星红旗。

五星红旗告诉我们，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为了弘扬“

5

·

4

”运动精神，为了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屹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为了推翻压迫在中国人民头上的
三座大山， 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

为了摧毁旧社会建立新中国，无数革命
烈士冒着敌人的炮火前仆后继，抛头颅
洒热血，用鲜血染红了国旗。

五星红旗告诉我们，从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从这一天
起，华夏儿女开创、开辟了中国上下五
千年历史的新纪元，谱写了中国历史的
新篇章。

五星红旗告诉我们，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无数仁人志士顽强奋斗，血洒
神州大地， 开创了划时代的历史伟业。

因此，为党的革命事业呕心沥血、鞠躬
尽瘁的先辈们功盖千秋、 浩气长存、彪
炳日月、万古流芳，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五星红旗告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来，在前进的道路上，有着艰
苦曲折的风雨历程，但最终是从一个胜
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五星红旗告诉我们，全国各族人民
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

确领导下，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在科学
发展观指导下，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并
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高举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乘风破
浪，勇敢前进！

五星红旗告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
国

56

个兄弟民族共同的心声， 就是热
爱、拥护中国共产党，爱祖国、爱家乡、

爱人民、爱和平；就是
56

个民族共同居
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
土地上，山水相连、情同手足、团结友
爱、激情满怀地共同欢呼我们的幸福生
活，前途万丈光芒，道路越走越宽广。

每日升起的五星红旗告慰九泉之
下的先烈们，我们活着的人将继承和光
大先烈们未尽的事业，不断创造新的更
多的辉煌。回望历史，血与火镌刻的印
记历久弥新；展望未来，奋勇前进的道
路绵延深远。

□

余英茂

去岁刚上天安门 今朝又赴大别山

———访著名画家韦选毅

9

月
29

日，国家一级美术师、天安门城楼
中央大厅背景画作《浩气正清华》的创作者、

被国家人事部授予“著名国画艺术家”称号的
画家韦选毅，向商城县高中捐赠了价值

100

万
元的图书。

提起韦选毅，业内人士并不陌生。现年
51

岁的韦选毅是闻名画坛的“大路画派”的代表
画家，在近年来的全国、全军书画比赛中，他
已有数十幅作品获大奖。

新中国
60

华诞前夕， 天安门城楼中央大
厅第三次更换背景画作， 北京市政府和中国
文联在全国寻找能画巨幅山水画的画家，河
南洛阳画家韦选毅被选中。

当时，全国参与创作的画家近百人，多是
任中国美协会员、各地美协主席的画坛名流。

初选后，入选的画家仅剩
20

人。复评后，只有
5

人入选。最终，韦选毅从全国众多知名画家中
脱颖而出。

按照专家们的要求， 埋头创作
4

个多月
后，韦选毅完成了长达

9

米的巨幅山水画《浩
气正清华》。

“这幅画里隐藏了几个数字，我想让中外
游客不仅能从这幅画里看到山水， 而且能更
多地了解中国。”韦选毅告诉笔者，整幅画长

9

米、宽
3

米，前景是
56

棵树，象征着
56

个民族，

画面共有
60

座山峰，寓意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

山下有
4

个村庄，代表一年
4

季，

12

户人家代表
一年

12

个月。巍峨的山势构成“六”字，云雾环
绕山体形成“

0

”字，山有相拥向上之势，云有
相绕互动之感，水有向内回流之意。

对此， 天安门管委会主任贾英庭感慨地
说：“河南画家画出了祖国的气势，了不起！”

经过严格评审，

2009

年
7

月，《浩气正清
华》被国家永久收藏，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

天安门陈列的最大的一幅画。 韦选毅这个名
字也在一夜之间，引起画坛的强烈关注。

1959

年
2

月，韦选毅出生在陕西省蓝田县
一个农民家庭。小小年纪，他就爱上了绘画，

经常在地上写写画画， 在别人用过的废纸上
作画，反复临摹借来的“小人书”……

1978

年，韦选毅走进了铁道兵部队。铁道
兵部队汇聚了大量美术人才，孕育出了“大路
画派”，培养出了众多年轻的画家，韦选毅就
是其中之一。

在这个“艺术窝”里韦选毅如鱼得水，先

后得到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赵修柱、 现任
温州市文联主席的黄嘉善等画坛名家的悉心
指导， 还被部队保送到新疆艺术学院接受美
术专业教育。在长期的艺术浸染中，凭借出色
的领悟能力和刻苦勤奋的秉性， 韦选毅循阶
而上， 实现了对自己的一次次超越， 渐入佳
境，终成大家。

1984

年
8

月，韦选毅转业到设在洛阳市的
中铁十五局工作。此后，他利用筑路修桥、行
走天下的机会， 搜奇峰藏腹稿， 润山水于笔
下。

从艺
30

多年来，韦选毅对山水情有独钟，

他以自然为师，走三山闯五岳，遍览山川。他
曾远涉新疆、青藏高原、川藏高原写生，还多
次到黄河源头、太行山深处搜集素材。久而久
之，他对自然风物了然于胸，古木老藤、危岩
穹谷、山峦沟壑无不心悟神通，胸有成竹。进
入创作状态中， 他常为之废寝忘食， 每成一
图，这既是他对生活体验的转换，也是他感受
大自然之后的性情吐露， 使他的山水作品墨
饱气通，大而不空，自成一体。

2004

年，举世瞩目的青藏铁路开工，为体
验筑路大军修建“天路”的别样生活，韦选毅
只身一人骑着摩托车， 从青海格尔木前往西
藏拉萨。沿途，他深入施工一线搜集素材、画
速写。之后，他沿着川藏线从拉萨至成都一路
返回洛阳，途经

5

省
84

县，冒险翻越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雪山
12

座，行程
1.2

万公里，历时
90

天。随后，他创作出了《风雪青藏线》。画作在
中国美术馆展出并在《美术》等报刊发表，深
受好评。

韦选毅身上洋溢着北方人质朴厚重的特
质，他年轻有为，却虚怀若谷，待人热忱，对社
会公益事业也十分热心。今年

6

月，在得知位
于大别山老区的国家级贫困县信阳市商城
县，是个高考连续夺得全市“六连冠”的“大别
山下状元县”，该县高中却没有一座像样的图
书馆后，韦选毅很快为商城高中捐献图书

3

万
余册，给莘莘学子们送去了急需的精神食粮。

老区之行，使画家与大别山结下了情缘。

捐赠仪式上， 韦选毅感慨地说：“广读书胸中
有本，勤写作笔下生辉”，有书读是人生的一
大幸事， 善读者可在书中获得人生需要的一
切。艺术家要有社会责任感，其实，社会责任
感也是一笔财富。 他打算在适当的时候再捐
献一批图书， 为老区的孩子们援建一座达到
教育部一类标准的图书馆。

胡亚才散文集《另一种存在》问世

本报讯（记者常征）“亚才的散
文，或短章或长文，数十篇都是关于故
乡、关于家族的。故乡的黄花、桃花、月
光、大路、山河、树木、寺庙、水塘、街
巷、人物，逝去的祖辈父辈的灵魂，童
年少年青春的记忆，母亲、祖母的温馨
的爱……亚才是在进行着自觉的、真诚
的、自然的、人性的、追求精神向度的写
作。我向亚才的写作姿态致意。”昨天，

著名作家、 河南省作协原主席南丁，河
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作协主席李佩
甫莅临信阳出席

2010

年河南省散文学

会年会间隙，一致高度评价胡亚才新近
问世的散文集《另一种存在》。

无论工作岗位如何变化，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城管综
合执法局局长胡亚才总是笔耕不辍。由
作家出版社出版、 南丁作序的散文集
《另一种存在》，收录胡亚才曾获

2007

年
中国散文排行榜提名的《关于祖母的话
题》；

3

万余字的《敬亭之死》，则是作者
在大别山区新县工作时的心泪之作。同
样精彩的，还有海外题材散文《秋天，在
德国看磨坊》等。

《漫话信阳茶·探讨茶文化合编》出版

本报讯（记者肖东）日前，黄元
尧、王晓夫妇编著的《漫话信阳茶·探讨
茶文化合编》由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

黄元尧、 王晓自
2003

年退休后，潜
心研究信阳历史文化。

2007

年他们出版
《诗词趣闻》一书；

2008

年，他们整理出
版了《信阳史话》一书。

每年茶文化节期间， 黄元尧在市
老干部大学和信阳电视台《一杯茶》栏
目， 讲述信阳茶的渊源历史和茶文化

知识。为了弘扬信阳茶和茶文化，黄元
尧夫妇又从大量古籍中搜集有关信阳
茶和茶文化知识，将讲稿整理修定、理
顺篇目出版了《漫话信阳茶·探讨茶文
化合编》。该书全面介绍了信阳茶的渊
源历史和博大精深的茶文化知识。特
别对当代茶文化知识， 作者提出自己
新的见解。如《大别山是茶的家乡地之
一》一文，是目前茶学界通行观点的新
见解。

深 圳 之 歌

边远贫穷的渔村
迎来了万类春天
百鸟于长空比飞
千鱼在瀚海竞窜
小沐了欧风美雨
便焕发春意盎然

竞驶出千百小舟
引来了航空母舰

饱览我锦绣中华
放眼看世界公园
切莫道岭南村小
滴水将艳阳映显

祈愿您“德、赛先生”

永驻我炎黄心田
让众生同享阳光
让山青水碧天蓝
让风和月谐雨顺
让星球自然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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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纪家

山乡客来 肖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