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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丁酉年八月初四

本报讯（通讯员 韩玮楠）9月是升学季，又有一批莘
莘学子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即将开始进入大学校园
生活。近日，焦化厂对2017年考上大学的职工子女进行
了奖励。

为了鼓励和帮助更多考上大学的孩子，焦化厂从
2013年起，每年都会对考上大学的职工子女进行奖励，为
那些考上大学的孩子们解决了实际困难。今年，该厂共有
13名职工的子女考入大学。职工子女高考准考证、高考成
绩单、录取通知书复印件，由各科室、作业区统一收集、初
审（审核原件与复印件是否相符）后，经厂长批准后报综合
科执行，按照《关于对2017年度职工子女升学一次性奖励的
办法》进行了奖励，奖励金额达到17000元。这些奖励包括
了临钢援职职工子女。

一名受到奖励的临钢援职职工激动地说：“咱们厂关
心职工，为我们这些考上大学的职工子女发放奖励，让
我们十分感动，今后我会立足岗位，认真工作，用实际行
动来回报厂里对我的帮助。同时，我回去后会告诉孩
子，一定让他好好学习，多学本领，等到学业有成后，为
国家多作贡献。”

本报讯（记者孙敬）9月16日晚，
太钢体育场内灯火通明、观众云集，
乐声悠扬、舞步翩翩，公司第四届“钢
花杯”职工文化艺术节广场舞决赛正
在这里进行。

近年来，广场舞作为一种独具特
色的民间文艺活动已深深扎根于人
们的社会生活，也成为了公司职工、
家属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为此，第
四届“钢花杯”职工文化艺术节第一
次将广场舞列为了比赛项目。自8月
11日广场舞比赛开赛以来，来自公司
各厂矿和社区的 60支舞队、一千余
名舞蹈爱好者参与其中。经过选拔
赛、晋级赛、复赛的角逐，峨口铁矿心
悦舞蹈队、福利总厂广场舞队、技术
中心舞蹈队、离退部开心快乐舞蹈队
等15支舞蹈队入围最终决赛。决赛

前夕，组委会还推出了“选出你心目
中的优胜舞队”微信投票活动，以评
出最佳人气奖。

决赛现场，各参赛队大显身手、各
施绝技，民族舞、流行舞、古典舞、踢踏
舞、现代舞、健身舞……欢快的舞姿、新
颖的创意、整齐的舞姿、多变的队形，演
绎出集体舞蹈之美，更展示出钢城职工
自信向上、积极乐观的精神风貌。

经过评委认真评选打分，热连轧
厂舞蹈队表演的《中国风》、东山矿舞
美东矿舞蹈队的《水兵舞》、老年大学
尖北分校舞蹈队的《夕阳姐妹嗨起
来》获得了此次比赛的金奖。

在微信平台上，经过四万两千余
名网友的积极投票，热连轧厂舞蹈
队、太钢 118 彩虹水兵舞团、峨口铁
矿月舞倾城舞蹈队获最佳人气奖。

“钢花杯”艺术节广场舞决出金奖与最佳人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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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霞
山西阳曲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中国版画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
会会员、山西工笔画会常务副主席。
历任北京军区某部文工团美工、太原
市实验剧团美工、太钢书画院院长、
北国书画院院长。代表作有《道路的
性格》、《炉台采风》、《大地的原色》、

《东方赋》等。《道路的性格》获第二届
全国青年美展二等奖。作品被中国
美术馆等海内外多家博物馆、美术馆
收藏。

全国冶金文联副主席、原《中国
冶金报》党组书记陈贵民留言：

惊悉太钢一大才子冯霞走了！
我谨代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熟悉
冯霞的老画友，对他的逝世表示沉痛
哀悼。

冯霞在太钢乃至山西是个很有

天赋并颇具传奇色彩的画家，用手中的画笔
为部队为太钢为社会服务，留下了许多佳
作。

冯霞虽然走了，但他的作品《道路的性
格》、《铁裁缝》、《炉台采风》等作品却令大家难
忘并永载冶金行业美术史册。

冯霞,一路走好……

一、“虬髯刀客”
冯霞，男人起了女性名，阅人无数的大

评论家唐达成都赞叹他“绝顶聪明”。我问
过冯霞：“你是否有着胡人血脉？一般混血
儿都聪明。”

冯霞长得像个胡人，他给自己起的微信
号叫“虬髯刀客”。就凭那一脸蜷曲的连鬓
胡子，也会让人“有脸为证”，猜测他有着胡
人血统。山西太原阳曲一带，自古就是农耕
民族与游牧民族反复争夺犬牙交错之地，胡
汉杂居异族通婚司空见惯。

冯霞说：“微信上用虬髯刀客，虬髯是指
我这脸胡子。《唐宋传奇》一书在《红拂女》
中，不是有个虬髯客？是个侠义之士，英雄
救美，救了红拂女。刀客，是指搞版画，用雕
刻刀，并不是武士剑侠的刀客，喻示了我的
身份。我这形象特别像腾格尔，有股阳刚之
气。起号哇，必须带点调侃性质，这才有意
思。像文人们起的字号，酸得不行。”刀客，
大概还有着冯霞要镌刻自己的寓意？

冯霞又说：“我老子也像胡人。可是好
像和胡人扯不上。后来人们考证，姓冯的祖
先是姬姓，封地为冯城，以城为姓，冯氏一脉
传承是这么来的。”

二、谁是冯霞？
1973年，太钢在峨口铁矿搞过一个史

无前例的“定向大爆破”：为了争速度抢时间
解决太钢的“无米之炊”，策划把马鬃山群峦
中一个鼻梁般的小山包，大胆采用“定向爆
破“的技术，横空劈下山梁堆积到山谷里，一
举筑成尾矿坝。为了宣传这次“安得倚天抽
宝剑”“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壮举，太钢
革委会组织了搞文学、美术、摄影等各方人
士，前往现场目击见证。那一年，正巧山西
人民出版社把冯霞的油画《大打矿山之仗》，
印成了对开那么大的招贴画，在峨口铁矿到
处张贴着。人们纷纷四处相传：《大打矿山
之仗》是太钢工人冯霞画的。一时间，太钢
上自公司领导，下到一般的文艺爱好者，再
到没有多少文化的职工，到处打听：谁是冯
霞？是男是女？咱太钢还有这人才？

一时间，冯霞的名头如日中天。正巧有
位湖北省的画家到山西，慕名造访太钢，一
定要见识见识这位“才气横溢的美女画家”，
被师从冯霞学画的王爱忠善意地挡了驾。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宁让

人留一份念想留一份遗憾，也不要“看景
何如听景”，见面让人大失所望。

峨口铁矿的这次采风活动，让冯霞
成为众人瞩目的核心人物。也正是这次
采风，孕育了冯霞表现矿山主题的成名
作《道路的性格》。

三、鹅池水浅
为了画《道路的性格》，冯霞七次登

上峨口铁矿的马鬃山。
矿山有一种大铲车，为避免麻烦，先

在山底下组装好，让推土机在前面拉着，
再往山顶上开。壮观的场面让冯霞心潮
澎湃，迅速画了一幅画，起个名字叫《碾
碎矿山千年雪》。这幅画虽然入选了太
原市1972年画展，但在此画的基础上，
冯霞又重新进行了构思：把一切物象都
去掉，大铲车、推土机也不出现在画面
上，完全是一幅'自然景象'。没有了世间
俗物，这样的提纯，展现出的是天造地设
的自然景观被人为开采所带来的破坏。
世上的道路都是弯曲的，哪有笔直的路
可走？可不是呢，世上的路，生活的路，
战斗的路，都是曲折的，哪有直路可走。
冯霞自问自答着，题目也到了嗓子眼儿：
道路的风格？道路的性格？

冯霞能画油画，能画中国画，但为更
充分表达画面的语言，更突出画面上雪
地里的履痕、轮印，还是选择了自己并不
熟悉的版画。

冯霞画了很多草图。他拿给王喑晓

（当年的太原市文化馆长）看，王喑晓立
刻挑出一张，说，你把这张放大，就这张。

第一稿完成了，拿给董其中（当年的
山西省美协主席）看，董其中说，冯霞，这
幅好。但是应该把路再藏一藏，不要都
露出来。道路哪能一下看清的……

回来继续修改……在山西美术界，
如力群、苏光、董其中等名家，在版画上
都有不凡实力。冯霞算是有了学艺的地
方。他向我介绍：在版画上，咋错版，咋
着色，你要从书本上学，这来厚的一本
书，半月十天你根本连个门头夹道也理
不出来，可是你一看别人操作，直观地就
学会了，要不是师傅带徒弟就可快了，比
你理论上从头学起快多了。这叫“偷
艺”。 冯霞说着得意地笑起来了。

汪伊虹曾感慨地对刘素珍（太原市
画院的一任院长）说：“有些徒弟你是教
死了也学不会，冯霞是一看就会。”

王爱忠，1980 年代初从部队转业
后，慕名托了关系分配到太钢，投师冯
霞名下。目前已经是太原市美术家协
会主席，太原市画院的院长。还曾当选
为第二届山西省工笔画协会主席。他
一张嘴，对老师的钦佩溢于言表：“《道
路的性格》在绘画语言上有许多创新。
那时候，中国北方的版画界一般都是油
印，而《道路的性格》却采用了南方江浙
一带的水印，用一种滤油纸，所以出来
的效果非常好。”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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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近日，，为进一步丰富职工文化生活为进一步丰富职工文化生活，，不锈冷轧厂举办职工篮球赛不锈冷轧厂举办职工篮球赛，，各科室各科室、、作业区作业区认认
真组织真组织，，积极参与积极参与，，共有十四支代表队一百多名职工踊跃参加共有十四支代表队一百多名职工踊跃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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