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人云，绘画创作要“外师造化，中得心
源”，这句名言几乎成了古今中国画家们的
座右铭。其实对于古代画家来说，在这一点
上也许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对于当下的画
家来讲，却问题很大。笔者注意到，现实中
有些从事绘画创作的人压根儿就不具备一
定的观察能力、审美能力，甚至连最基本的
取景和构图能力都没有，那么如何奢望他通
过一个艺术家独特的视角来认识造化？如
何去师法自然、解读自然，从而领悟到其中
的法则与奥妙？

毫不客气地讲，有些人的
写生也好，创作也罢，不过是
对造化、对自然另一种形式的
人文破坏。因为从他们的作
品里，的确看不出任何美的东
西、美的元素存在，感受不到任何美的信息
与内涵，笔墨或恶俗，或霸蛮，画面或污浊，
或破碎，如此等等，分明是对笔墨的糟践、对
自然的丑化。当然，这里也可能涉及到创作
者个人水平问题。或许他们也想把作品画
好，把笔墨处理得更生动一些，把意境营造
地更丰富一些，却因手头功夫欠佳、思想眼
界不高、审美能力差等缘故，只能破罐子破
摔。但是，他们偏偏要假以“创新”“风格”之
类的说辞来为自己开脱、贴金，实在是颠倒
黑白。

至于“心源”的问题，更加无需多言，没
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积淀，“腹无诗书”，怎
么“气自华”，怎么体会自然、得出感悟，又怎
么更好地进行艺术上的创新和创造？只凭
借手头上那点技法技巧的功夫，显然是不够
的，对此前人早已有言，“徒研技巧，即落下
乘”。所以，不读书，不进行文化上的滋养和

补充，会直接影响一个艺术家的思想境界与
审美能力、审美层次，而它们又直接关系到
实际的创作，如作品的立意、取景、章法、布
局，以及笔墨、色彩等的运用和表达。思想
境界高、审美能力强的人，格调、品味等自然
不俗，反之就会比较糟糕，甚至创作得一塌
糊涂。当然，不排除天才的存在，但天才毕
竟寥若晨星，少之又少。且毋庸置疑，无论
是天才，还是常人，文化与修养上的匮乏，都
会严重影响艺术家的状态，以及艺术创作的
水平。

写于此，突然让我想起前段时间看过的

一个段子，说的是当人们看到夕阳余晖、孤
雁翱翔……你的脑海浮现的是什么？有的
人会发出“啊，好多鸟”“啊，真好看”“啊，太
美了”之类的简单感叹，而也有人会自然而
然地想到一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
天一色”的诗句，或者不由自主地产生与之
相关的其它联想和思考。总之“有准备”的
人对画面的切身感受和主体表达相对来说
会更加丰富，也更加深刻。千万别小看了联
想到的那么一则小小诗句，获取到的那么一
点小小感悟，这其实就是文化修养差异在每
个人身上的具体体现，也是判断一个人是否
具有艺术感知力、想象力的重要依据。试
想，脑海里没有诗意、没有想象，手头上又如
何加以体现呢？而只有具备了这些能力，才
有可能对自然、对艺术触及到更深层次的一
种理解和审美，创作出更为经典、成熟的作
品，而不止于表面的、肤浅的认识。

但现实中，有很多人总会把那些表面
的、肤浅的，甚至原始的、野蛮的一种情感、
情绪，当成是艺术创作上的全部激情和真
诚，这其实是错误的观点，至少是片面的。
原始的情感、情绪固然重要，也固然真实，但
艺术不只是这些，“真”只是从事艺术的根本
前提，或者说最基础的一个层面，我们还要
在“真”中去探寻和创造更多有关“善”和

“美”的东西，从而通过作品来给人以更高层
面的精神享受，抑或更加积极的价值引导和
思想启发。这才是艺术真正的作用和意义
所在。它绝不只是任由创作者一味地原始

情感宣泄就能够完成的，更
不是巧立名目，以糟践和破
坏艺术为代价，来吸引眼球、
哗众取宠。

因 此 无 论 是“外 师 造
化”，还是“中得心源”，说到

底，做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画家，个人综合
修养问题，自始自终都不能忽略和轻视，它
决定着日常的艺术发挥，以及最终所取得的
艺术高度。而艺术创作也绝不仅只是解决
技法技巧问题那么简单，它还应该要解决人
格精神、思想境界，以及人与自然、社会等关
系的大问题。尤其自观念艺术、特别是当代
艺术出现以后，更为如此。

5日，中国邮政《己亥年》特种邮票正式
发售。当天上午，《己亥年》特种邮票首发
仪式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举行。邮票设计
者韩美林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董事长刘爱
力共同为猪年邮票揭开首发展示板，宣布
2019《己亥年》特种邮票正式向全国首发。

据了解，从1980年开始发行生肖邮票
至今，我国已连续40年发行生肖邮票。《己
亥年》特种邮票1套2枚，图案名称分别为

“肥猪旺福”“五福齐聚”，全套邮票面值2.4
元。另发行小本票1本，售价1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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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意料峭时节，我再次踏上闽北和平
古镇蜿蜒的青石板路，在大脑中不断搜索
十年前古镇牌匾、书院的模样。

和平古镇，是古代入闽三道之一愁思
岭隘道所在地，也是中原文化入闽的重要
通道。这座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古镇，像
一枚小小的邮票，贴在中国版图上福建邵
武的南部。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是
一个充满故事与文化张力的地方。

走进黄氏峭公祠，看到砖雕精美的牌
坊式八字门楼，看到墙上悬挂的一幅幅黄
氏家训，听着学童们诵读着《遣子诗》和

《黄峭家训》时，我条件反射般地兴奋起
来，仿佛自己触摸到这座古镇的魂。是
啊，古镇作为交通要隘的功能已成历史，
但黄峭遣子孙秉承家训到各地创业传承
家风的故事，至今让人津津乐道。

黄峭是唐昭宗时的工部侍郎，后回归
故乡。八十高龄时，他作出一个常人想象
不到的决定，让大多数子孙到外地去立业
发展。临别之日，黄峭赋诗一首赠予子
孙：“信马登程往异方，任寻胜地振纲常。
足离此境非吾境，身在他乡即故乡。早暮
莫忘亲嘱咐，春秋须荐祖蒸尝。漫云富贵
由天定，三七男儿当自强。”诗句慷慨、激
昂，奔腾着一股无所畏惧、永往直前的力
量。

秉承家训去异地，传承家风创新业，
子孙后辈的发展空间被拓宽，也成就了历
史中家风传承家族延续的一段佳话。这
些黄峭子孙们在一个地方站稳脚跟后，第
二代或第三代又分出一支到外地打拼成
家创业，周而复始，以下跳棋的方式向更
遥远的地方探索。后人足迹遍及粤、赣、
滇、黔诸省及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
尼、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多国。他们秉
承先人教诲，在异地发愤图强，卓有成就，
成为一支旺族。

家训文化家风传承为何能显示出如
此强大的生命力？第四十四代子孙黄子
曦对祖先黄峭往事如数家珍。他娓娓道
来，我知道了黄峭弃官归乡后创建和平书
院，培养栋梁人才，还撰写《家训》十七款，
提出孝双亲、笃爱悌、敬尊长、睦邻里、畏
法律、戒非为、崇勤俭、慎交友等规训，还
将其改编成朗朗上口的《训子诗》，蕴含着
对子孙的训诫和启蒙。其后人也矢志求
学，涌现状元两名、进士十九名。

多年迁徙不仅
是地理上的变动，更
是历史与文化的传
扬。在东南沿海的
崇山峻岭之中，一批
贤者传播文明火种，
延续文化基因，在当
代还孕育了广为传
唱的闽南语歌曲“爱
拼才会赢”，体现当
地人敢闯敢试、勇于
开拓进取的精神风
貌，展现八闽文化的
独特风格。这样一
种悠久的文化渊源，
这样一种独特的精
神支撑，激励当地人
始终保持着一种韧
劲和冲劲，并不断加
以延续和升华。

对优秀家训家
风连续性的认同，已
然深深地贮存于人
们的文化基因中。
当代古镇人则承上
启下，把古代家训家风沐浴于时代新风
中，挖掘新内涵，赋予新内容，将“家训家
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一带一路”发展
中，融入当地文化旅游精品品牌建设中。

多年岁月风烟流过眼底，众多黄氏宗
亲陆续寻访故乡，古镇红土地像张开双臂
的母亲，紧紧拥抱这些来自海内外的子
孙。他们现在常有人回乡讲学、捐资、投
资，促进当地引资引智工作，许多人成为
反“台独”促统一的坚定力量。岁岁花开，
年年如此。

站在古镇谯楼，放眼四望，青山依旧，
绿水长流，古镇山水沐浴在夕阳余辉之
中，落霞满天，意境横生。我不禁极目闽
山鹭水，抚今追昔。中国自古就是重视家
风传承的国度，家是人生的起点，也是国
家的根基。祖先创造的辉煌文明，是一种
永恒的精神能源，会对子孙后代优良品格
的形成和塑造起到关键作用。在眼花缭
乱且充满诱惑的世界里，多想想先辈的谆
谆教诲，回忆先辈筚路蓝缕的创业艰辛，
定能从中获得强大免疫力，在前行的路上
汲取不竭的精神动力，不断行稳致远。

优良家风传承，历史文脉延续，民族
才更有生命力。

古
镇
的
文
化
张
力

□顾伯冲

从中世纪开始，欧洲的历史看起来就
像是一个不断前进的历程，无论评判的标
准是从知识的、科学的角度，或是从物质
的、经济的角度甚至是从道德和美学角度，
对过去的回顾使欧洲人相信，他们开启的
是进步的历程，这也意味着整个世界都在
进步，因为欧洲的文明已经传遍全世界。
还有，他们相信未来的进步空间无限大。

1900年的欧洲人在面对他们不断取得
成功的文化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自信，和
中国的士大夫在一个世纪以前对中国文化
表现出来的自信是一样的。对于过去，欧
洲人是肯定的，过去的辉煌也证明他们是
正确的。应该说，欧洲人看到了欧洲文明
指引未来的内在动力、发展趋势和缺点，但
很多人没注意到欧洲正在改变世界：在这
个世界中，欧洲文明已建立了优势地位，因
此将再次改变几大文明中心之间的平衡。

建立在亚非拉殖民地苦难之上的欧洲
文明，一片辉煌灿烂。很少有欧洲人关注
欧洲以外的世界，尽管拿破仑在一个多世纪
前就警告说，“中国是一个沉睡的东方巨
人。”积贫积弱的晚清王朝，在欧美列强的欺
凌下毫无还手之力，他们能做的就是不断
割地赔款，来满足列强的觊觎之心。泱泱
中华帝国，竟然沦落到如此境地，谁会高看
你一眼呢！但是拿破仑不一样，他看到了
中国的发展潜力，中国的衰落只是暂时的。

英国著名公众史学家J.M.罗伯茨出版

的《我们世界的历史》按时间序列和历史阶
段特点，共分八个篇章，概述了人类从诞生
之初直至21世纪的历史，突出分析了那些
影响着人类发展的重大事件和进程。《新纪
元》是《我们世界的历史》系列的第四本，包
括《欧洲时代的终结》《新纪元》两卷，梳理
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等重大事件，其中
也谈到了欧美社会的改变，中国与欧美、日
本的关系，国民党政权失败的原因等话题。

譬如欧美妇女的选举权问题，作者认
为妇女参与政治，抨击让妇女备受压迫的
法律和制度结构，也许这并不能给妇女带
来什么。但以下三个方面的缓慢发展最终
将对削弱传统的观念产生重大的影响。一
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妇女已经可
以从事打字员、文秘等很多新领域的工作，
这意味着她们有机会能逃离父母的控制和
不幸的婚姻。二是避孕技术的发展，使妇
女能控制生育和养育，意识到她们没有必
要履行终身的婚姻义务。三是自来水、煤
气和电能等科技发展，使妇女得以从繁重
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关于中国的辛亥革命，作者认为它结
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由儒家促成的大一
统，结束了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
化两千多年的统治，具有进步意义。但局
限性也非常明显，首先它是破坏性的而不
是建设性的，导致中国重新回到军阀割据
时代；其次革命派没有为革命后的进一步
发展达成协议，最终导致了革命者的严重
分裂。

今天，经过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我们
已经无限接近于世界舞台的中央，这充分
证明了拿破仑的战略眼光。但我们应该看
到，中国跟欧美文明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特
别是科技、教育等方面，因此我们切不可沾
沾自喜，继续埋头苦干、争取超越才是正
道。

饱含民族苦痛的世纪风潮
——读《新纪元》

□彭忠富

陇上名家

在中核兰州铀浓缩有限公司的职工俱
乐部里，几幅大气磅礴的国画山水图从众多
的艺术作品里脱颖而出。从整体看，作者的
画面峰峦与云雾交相辉映，屋舍与山中树林
相得益彰，更有小桥流水为画面增添了几分
意趣，足见画家深厚的内在功力。走近细细
品味时，会发现画家笔法仓健有力，所绘出
的山川气度恢弘，树木英姿挺拔而又生动，
清泉顺流而下，生机勃勃。这便是吴盛龙的
山水作品。

吴盛龙，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
级美术师，西岳画院副院长，中核兰州铀浓
缩有限公司专职美工。

吴盛龙并非是科班出身的艺术家，他原
本是一名优秀的技术工人，自小对绘画有着
浓厚的兴趣，
常在业余时间
练习画画。后
来，出于对绘
画 艺 术 的 热
爱，吴盛龙放
弃了待遇优厚
的工作，走出
车间，刻苦钻
研绘画技巧，
并成为了单位
的专职美工。
吴盛龙师从甘
肃书画研究院
的 张 兴 武 大
师，这对他而
言是人生重要

的转折点，通过在张兴武老师门下的学习，
使他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成为
了一名职业的画家。

吴盛龙是一位淡泊名利的画家，这一点
从他的作品中就可以体现出来。他的山水
作品内容丰富，色彩鲜明，虚实有度，更重要
的是干净纯洁。在他的作品中，丝毫找不到
任何带有功利色彩的痕迹，只有美山美水让
人身临其境。他说：“我就是爱画画，爱祖国
的大好河山，想把美的景色用自己的画笔记
录下来。”

吴盛龙的成功，离不开他的另一位老
师，那就是严谨认真的处事风格。吴盛龙对
待工作一丝不苟，极其负责。作为单位的专
职美工，单位大小活动的宣传画报都出自吴
盛龙的手笔，而他对每一件事情都像是自己
的画作一样，即使是小到三五个字的牌子，
他也丝毫不会应付了事。他说：“这是我的
作品，如果应付了事，传了出去，砸的是我自
己的招牌。”

就是这样一位朴实无华的工厂职工，通
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成为了一位国画大师，
用自己最爱的画笔，画出了祖国最美的山
川，描绘了自己诗意的人生。

绘千山万水绘千山万水写诗意人生写诗意人生
——吴盛龙的艺术人生

□ 本报记者 梁庭瑞

□周依

猪年生肖邮票首发完整体现“全家福”

“丧”“佛系”“葛优瘫”在一段时间内
成为年轻人热衷的身份标签，也许是因为
社交媒体的过度放大和传播，青年文化

“仿佛进入了一个低迷和消沉的时代”似
乎成了一个“定论”。但实际上，青年文化
的主流气质，依然是充满自信和正能量的，
只是缺少一个很好的平台或时机去释放这
样的信息。无论是日常社交生活还是年轻
人聚集的流行文化场域，都在急切地呼唤
青年绽放创造力，呼唤青春的热血。

最近，一首在音乐平台拥有超高播放
量的《猴子说》，格外引人注目，堪称中国
风元素和电子音乐的完美融合，也正因
此，音乐节目《即刻电音》进入了大家的视
野，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电音的创造力，也

让人们感受到了那种暌违已久、专属于年
轻人的精神气质：冲劲，爆发力，创造力以
及文化自信。

电子音乐是自20世纪60年代起风靡全
球的音乐制作手段，通过综合调用各种机械
的、电子的和数位的技术形式，不断突破想
象力的极限，具有跟不同地域流行音乐相互
融合的强大魔力。在中国，电子音乐虽然也
有过其他形式的融合，但却没有被系统化梳
理过，没有一个专业舞台来集中体现，与中
国文化元素的结合更是无从谈起。

如何把世界流行的电音“为我所
用”？以《即刻电音》为代表的音乐节目做
了尝试。从目前已经播出的几期节目来
看，节目完全超越了“为电音而电音”的通
俗模式，而始终坚持“中国文化为本，电音
制作为用”的本土文化立场，是文化自信
基础上的艺术创新。比如作品《东邪西
毒》加入了山歌和大鼓的民乐元素，成功
制造出文化杂糅的美妙眩晕；比如作品

《形意》在编曲中大量使用中国传统乐器，
让我们去思索不同音乐表现形式背后共
通的表意逻辑。这些作品不仅让观众耳
目一新，更全面展现了当代中国青年音乐
人群体对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深刻体
认，以及中华文化底蕴在全球化时代强大
的生命力。

电子音乐跟中国本土流行音乐发生
的化学反应，培育出的文化样本，令人惊
喜，也给人启发。它们打开了中国电音融
入世界文化的窗口，也让中国本土青年音
乐人的精神气质走向了世界。从中国电
音的创作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热爱生
活、热爱音乐的进取的青年群体，是一种
以自信的姿态积极融入全球文化潮流的
中国文化。这种青年群体的精神气质，正
是当下流行文化场域的主要动力，期望今
后有更多平台能从不同的角度，展现当代
青年积极自信的精神风貌，让中国文化在
国际舞台上发出更强的声音。

自信的青年和中国文化

□常江

艺术创作拼什么

□王进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