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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2 日，由兰州市委宣传部主办，
兰州市文明办、市文旅局承办，市图书馆、
陌上书会、兰州创意文化产业园协办的金
城文化沙龙活动在兰州创意文化产业园
A9 创意国际 5 楼 MEBOX 文化艺术交流
中心举办，本场活动邀请的是甘肃省青年
雕塑家刘文凯。

本场活动，甘肃省青年雕塑家刘文凯
分享个人多年的艺术体验与心得，深情回
眸艺术之路，带领大家一起感受雕塑艺术
的魅力。

刘文凯，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美术学
院，进修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高级研修
班。全国城市雕塑创作设计资格证书持
有者，中国雕塑学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
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会员，甘肃省美术家
协会会员，兰州设计师协会副会长并兼任
雕塑设计专业委员会主任，并创办兰州凯
文雕塑工作室。主要作品有《决不能让民
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兰州市城市生
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地主题雕塑《源》、兰州
西客站站台浮雕《陇上风华》等。

刘文凯从小就喜欢画画，随时随地都
在练习。带着对这份专业的执着和热爱，

1995年刘文凯顺利考入西北民族大学景
观专业学习，先后在西安美院、中央美术
学院雕塑高级研修班进修学习。最初，刘
文凯是在研究博物馆雕塑，不管是在从技
法上还是外在的艺术形式上都有别于其
他雕塑。这几年来，他开始专注于人物雕
塑方面的创作，尤其是在女性人物的雕塑
方面，以朴实的形象打动了很多的观众。
刘文凯说过：“中华母亲就是母亲的形象，
母亲就是普通的人，没有必要把她做的很
严厉，虽然在母系氏族社会中她很强壮，
有很宽的肩膀，能和自然做斗争，但我觉
得它就是一种美。”

雕刻家刘文凯作客金城文化沙龙
□本报记者 梁庭瑞

轩辕黄帝联合炎帝战蚩尤，是中国传
说时代极其重要的事件。黄帝胜利之后，
一统中原地区，成为华夏正统。而蚩尤则
兵败被杀，结局可谓惨烈。炎帝、黄帝和
蚩尤，作为远古时代的伟人，不论其功业
成败，早已登上神坛。不过在儿童文学作
家沈先慧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炎黄家
族：没有名字的人之封神之兽》中，蚩尤将
从五千年的沉睡中苏醒，炎黄家族将面临
惊天毁灭。为了保护万千生灵，黄帝的后
裔和四方神兽的后裔必须觉醒。

虽然他们如今不过是普通中学生，但
上古姓氏镌刻至今的约定，让他们无法遗
忘与生俱来的使命。据说，能让他们找回
自我、重生力量的，只有那个没有名字的
神秘人。在小说开头的楔子一中，作者交
代了那个没有名字的神秘人叫“黄丝结”，

“千百年来，他见证了无数曾经迷失却又
最终找回自己姓名和自我的生命……”这
个黄丝结实则是炎帝的化身，他曾经是黄
帝的手下败将，但却最终成为黄帝的盟
友，且在黄帝逝世后答应照看人类世界。

蚩尤苏醒，同时征召穷奇、饕餮、梼杌
等恶兽，而能够阻止这一切的只有轩辕黄
帝的后人姬非临，这个 16 岁的高一学

生。家族
的 姓 氏 ，
不知不觉
间将他卷
入了一个
深不见底
的命运旋
涡 ，他 必
须迅速成
长 起 来 ，
去面对即
将发生的
一切。不
过姬非临
并不是一
个人在战斗。他先后得到了轩辕龙形珏
和泰阿宝剑这两件宝贝，在一系列奇遇
中，成功地驾驭了龙兽；斩杀了混沌；净化
了檮杌；和黄丝结联手毁灭了蚩尤二冢；
并在顾深瞳逝去的那一刻，感应到他的声
波，得到他临死前的讯息……通过一次次
历练，姬非临从一个普通人成功蛻变成了
一个有勇有谋、有思想、有决断的法术师。

本书包括《不受欢迎的转学生》等17
章，以及两个楔子和尾声，讲述了一群中
学生同蚩尤势力之间的战斗。小说充满
灵气，集神话、幻想、校园生活等元素于一

体，扎根中国传统姓氏文化，建构穿越古
今的姓氏谱系，于现实与幻想的交织中讲
述校园中的成长故事，既是青少年成长的
生命书，又提供了走向世界的“中国故事”
的另一种讲法。

本书中的主要人物姬非临、覃晓鸟、
斯掣和顾深瞳都是高中生，小说语言多是
学生口吻，似乎是专为高中生所写。不过
成人也能在悬念迭出的小说阅读中 ，潜
移默化地学到不少远古神话的知识。譬
如轩辕黄帝，借泰山封禅之机，以一己之
力解构了上古时期庞大而浩繁的神族体
系，灭鬼神于人间。而最后一个被他亲手
解决的神灵，就是他自己。轩辕黄帝放弃
神权，与人间女子相结合，娶妻生子享受
天伦之乐。从轩辕帝的人生经历中，我们
能够感受到这个华夏人文始祖的光辉之
处。

有时候，命运会把你带到一个莫名其
妙的地方，这就是你的路。如果不知道路
该如何走，就该有勇气去创造自己的命
运。因为，当你开始创造的时候，许多人
的命运都将和你联系在一起。通过姬非
临的成长经历，我们要明白当责任来临
时，就要勇敢地去承担，我们决不能在成
长中迷失自我。因为成长的旅途中，我们
并不独单。

在成长中走出自我迷失
——读《炎黄家族：没有名字的人》

□彭忠富

书法创作，笔者认为不外乎两种：一是
有意识创作，二是无意识创作。

有意识创作，即作者在艺术构思上以明
显的主观追求为目的，或设境或立意，或以
原蓝本风格为尺规，或集字等，时时想着自
己是在创作，以及为什么在创作，如何创
作。因此，这种创作出来的作品不可能具有
超脱和个性鲜明的风格与境界，即使他的技
能含量再高、再精湛，也属于初级创作阶段。

无意识创作，即作者的技能含量已经高
度纯熟，学识修养相当丰富，获得了创作上
的大自由，将自己与创作物件融为一体，进
入无意识状态、无自我之境界，任性为之，自
然流露。这是书法艺术创作的高级阶段。
书法艺术贵求自然，自然也即是真，庄子所
谓“不假于物而自然也”。古代书论中谈及

“自然”的很多，其实都是在变“真”。而能见
真写真，体悟自然又自然地写出自然的艺术
作品，则需精神上的大自由。自由有外在自
由和内心自由之别，以书法艺术创作来说，
更重要的是“内心自由”。

以《石鼓文》体势进行创作，从表现形
式上比其他字体宽泛得多，上可通两周铭
文，可融秦汉刻石，包括晚清诸家，均可参
照借鉴。至于具体如何创作，要根据作者
自身的审美意识、技能含量、学识修养及精
神、气质、情感等等来决定。简言之，即是
以性情之所近、功力之所及者确定风格、形
式。与恣肆放纵风格相近者，可融化西周
铭文《散氏盘》《盂爵铭》；近于萧散洒脱风
格者，可以《秦诏版》为参照；崇尚雄浑高古
者，在以《石鼓文》为蓝本之外，还可以借鉴
吴昌硕《石鼓文》的审美追求：不在形而在
审，不在态而在力，内在意态的相同相近。

总之，《石鼓文》书法创作应以自己的
审美观去理解，去取舍。任何一种碑帖都
是既有精华也有瑕庇的，即使十分完美的
碑帖，取舍之间也有舍与取法者性情、审美
的差异，因为在取法中都需要有一个再组
织的创作过程，即所谓“始在能以，继在能
舍。能舍难，然不能力取，无由得舍”。无
论是取是舍，也无论是形式还是风格，都应
以自己的主导风格为基点。

谈到《石鼓文》书法创作，近人吴昌硕
是人们最关注的一家。《石鼓文》自初唐在
陕西凤翔发现至今，1300 多年来为历代书
家、学者所推崇。吴昌硕对《石鼓文》的取

法独树一帜，他以毕
生的心血寝馈《石鼓
文》，把《石鼓文》书
法艺术推向极致，可
谓前不见古人。

对于吴昌硕的
《石鼓文》书法，世人
褒贬不一，各有评
鉴。潘受先生云：

“缶庐书法，沈酣于
《散氏盘》，而毕生相
与骨肉魂魄的，则为

《石鼓》。他与《石
鼓》另具锤炉，自出
新意，用笔熟中有
生，粗中有细，凝练
遒劲，拙而愈奇。”符
铸云：“缶庐以石鼓
得名，其结体以左右
上下参差取势，可谓
自出新意，前无古
人。要其过人处，为用笔遒劲，气息深厚，
然效之辄病。”马宗霍云：“缶庐写石鼓，以
其画梅法为之，纵挺横张，略无含蓄，村气
满纸，篆法扫地矣。”商承祚《论篆》云：“吴
俊卿以善《石鼓文》，变《石鼓》平正之体高
耸其右，点画脱漏，行草，惊桀，《石鼓》云乎
哉？后学扼其名，奉为圭臬，流毒匪浅，可
省浩叹！”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从吴昌硕《石鼓文》书法那苍茫老辣而
又带有苦涩味道的线条里，似乎感悟到作
者是在抒写自己坎坷的人生，同时又可窥
见他那深忱、悲郁却又强悍、博厚的个性襟
怀和与常人不同的心理特质。几乎合于他
在他乡的流亡生涯，为生存四处奔波，屡经
挫折的经历，以及饱尝人间冷暖、世态炎凉
的人生况味，铸就了吴昌硕书作与常人不
同的个性风格和审美追求，因此，他们“效
之辄病”也属正常。

吴昌硕画梅也酷爱梅，曾有题画诗云：
“十年不到香雪海，梅花忆我我忆梅；何时
买掉昌雪去，便向花前倾一杯。”常自称苦
钱人梅知己，及至死后也与梅为邻。可见
吴昌硕与现实生活，与大自然息息相通、心
心相印，无时无刻不在现实生活和大自然
中悟求自我，陶冶自我，铸炼自我。所以，
他能大胆地摒弃《石鼓文》平稳规整的结
体，将老梅槎挫折之意象融化到篆法之中，
形成了自己左右参差、纵挺横张的格局，此
乃为他人不敢为也。

吴昌硕正是以其独特的个性精神和常人
所不具有的心理特质，铸就了他对书法艺术

“毕生相与骨肉魂魄”的执着追求精神，铸就
了他苍古宽博、大朴不雕的艺术风格，铸就了
他“画气不画形”“贵存我”的艺术思想，铸就
了他清若梅兰、“笃当师承，赞浮瀑泻”的品格
与地位，可谓“人代冥灭，清间独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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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谊

在 我 众
多的收藏中，
最爱清代玉
鱼鼻烟壶，它

和宋代油滴盏一样，都是我的心爱之物。
清代玉鱼鼻烟壶，是我多次下乡淘宝偶

然所得。在一个僻静的小村子里，数百里之
外的我又一次下乡前来碰一下运气，在经过
了很多次的无功而返之后，我终于在一个农
户家里获得了意外之喜，淘得这个清代玉鱼
鼻烟壶。当那个农户刚从柜子里拿出来时，
我心里一惊，两眼紧紧盯着农户手里的宝
贝。我握在手里瞧了又瞧，断定这是清代玉
鱼鼻烟壶，于是以合理的价位收购过来。

我淘得的这个清代玉鱼鼻烟壶，小巧玲珑，
盈盈可握，像一尾游鱼展开阔大的尾鳍，畅游在
水里，让人充满丰富的想象。每每闲暇之时，我
就拿出来和朋友一同细细品赏，于是玉鱼及鼻
烟壶深邃的历史文化就在眼前闪烁不停。

鱼除了是人们美膳之食，又因鱼谐音同
“余”，故古人爱用鱼表示美好的愿望，用玉鱼
做成佩饰或把玩之物，以示富裕，年年有余，
吉祥有余。古代玉鱼的制作历史悠久，最早
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晚期。到了唐宋时
期，由于佩鱼制度的出现，玉鱼的品种逐渐增
多。清代民间工艺制作的玉鱼产品中，就有
了雕刻成鱼形鼻烟壶的出现。它小巧，实用，

又便于携带。
鼻烟壶，就是盛鼻烟的容器。小可手握，

便于携带。中国鼻烟壶，作为精美的工艺品，
集书画、雕刻、镶嵌、琢磨等技艺于一身，采用
瓷、铜、象牙、玉石、玛瑙、琥珀等材质，运用青
花、五彩、雕瓷、套料、巧作、内画等技法，汲取
了域内外多种工艺的优点，被雅好者视为珍
贵文玩，在海内外享有盛誉，成为中外人士珍
藏的对象。

最早的鼻烟壶是舶来品，明末清初欧洲
鼻烟开始传入中国，随着鼻烟的广泛普及，推
进了鼻烟壶的国产化进程。清代宫廷多方请
来巧匠，专门为皇帝制造各式鼻烟壶。清初，
鼻烟壶被上流社会视为珍玩，用以寄寓个人
品位，加之鼻烟有一定的药用性，对伤风感冒
等小恙有疗效，即使没有吸食鼻烟习惯的人，
只要经济允许，也会在家里备一瓶鼻烟，作为
不时之需。鼻烟自明代传入中国，很快就流
行开来，及至清代，上至皇帝、公卿贵族，下至
士绅商贾，都以吸食鼻烟为时尚，并发展作为
一项待客的礼仪，鼻烟由此成为一种时髦消
费品。用来盛放鼻烟以便于随身携带的小瓶
子，也成了身份的象征，是使用者炫耀财富地
位的身份道具。

鼻烟壶用材广泛，从最普通的瓷、玻璃，
到珍贵的翡翠、玉石、象牙等，无所不有。从
制作工艺划分，鼻烟壶有内画、胎画、雕刻几

大类。内画是用金
刚砂加水，于鼻烟
壶 的 内 壁 摇 磨 起
砂，使易于附着墨
色，然后用笔在内
壁上作画。这种工
艺的鼻烟壶非常多
见，占现代作品的
九成以上。胎画是
在壶胎上用釉色彩
绘，再入窑烧结，是
清代瓷质鼻烟壶的
主要制作工艺。雕
刻则是在壶上以阴
刻或浮雕的手法，表现花鸟、瓜蔬、山水或人
物故事，具有很高的艺术含量和文化内涵。

鼻烟乃是取上等烟草研末，再添加多味
馨香馥郁的名贵药材，密封后经长时间陈化
而成，香气容易挥发走散，盛鼻烟的小瓶子，
材质都有很好的密闭性，除了坚固耐用，于制
作工艺上也更能有发挥的余地。所以，鼻烟
壶多集实用与审美于一体，其造型小巧别致，
构图细腻精美，与雕刻、绘画、书法艺术完美
结合，是塑造身份意识形态的华丽容器。

我收藏的清代玉鱼鼻烟壶，是众多鼻烟
壶中的一种。它寓意吉祥，又小巧灵动，乃我
的最爱。

我收藏的清代玉鱼鼻烟壶
□伊羽雪

母亲节悄然来临，在这个一年一度
的感恩日子里，人们对有着“母亲花”之
称的康乃馨的关注火速升温。虽然母亲
节并非我国的传统节日，是近些年才从
西方传入的，但康乃馨确是我国不折不
扣的本土花卉。康乃馨是石竹花的英文
音译，又名洛阳石竹、石菊、秀竹等，低矮
小巧，因为茎干的节间膨大如竹，被冠以

“竹”名。它在我国的栽培历史悠久，通
过一些古诗词，仍可让我们一窥古人眼
中的康乃馨。

大历才子司空曙，在《云阳寺石竹花》
写道：“一自幽山别，相逢此寺中。高低俱
出叶，深浅不分丛。野蝶难争白，庭榴暗
让红。谁怜芳最久，春露到秋风。”作者通
过与蝶、榴的比对，勾勒出石竹花的动人
姿态，以“春露到秋风”点明石竹花的花期
之长。

唐末名诗僧齐己，在《石竹花》中写
道：“石竹花开照庭石，红藓自禀离宫色。
一枝两枝初笑风，猩猩血泼低低丛。常嗟
世眼无真鉴，却被丹青苦相陷。谁为根寻
造化功，为君吐出淳元胆。白日当午方盛
开，彤霞灼灼临池台。繁香浓艳如未已，
粉蝶游蜂狂欲死。”这位被纪晓岚称为“唐
诗僧以齐己为第一”的方外之人，赋予石

竹花无限的禅意。
一代名相王安石，写有《石

竹花二首》，其中之一云：“春归
幽谷始成丛，地面芬敷浅浅
红。车马不临谁见赏，可怜亦
解度春风。”诗句表达了作者对
石竹的爱慕，却又怜惜它不被
世人赏识，以物托情，暗喻自己
变法所遭遇的阻挠。

另外，唐代诗人顾况在《道该上人院
石竹花歌》中写：“道该房前石竹丛，深浅
紫，深浅红。婵娟灼烁委清露，小枝小叶
飘香风。上人心中如镜中，永日垂帘观色
空。”；农学家、诗人陆龟蒙在《石竹花咏》
中写：“曾看南朝画国娃，古萝衣上碎明
霞。而今莫共金钱斗，买却春风是此
花。”；九龄小友皇甫冉在《病中对石竹花》
中写：“散点空阶下，闲凝细雨中。那能久
相伴，嗟尔殢秋风。”等。

石竹生命力顽强，花色和品种十分丰
富，到了清代，被广泛栽植到皇家园林
中。清初园艺学家陈淏子在《花镜》中说
它“枝叶如苕，纤细而青翠。”，《广群芳谱》
也提到它“石竹草品，织细而青翠，花有五
色、单叶、千叶，又有剪绒，娇艳夺目，娟动
人”，是丰富夏季园林植物景观的重要花
卉资源。乾隆皇帝也很喜欢这种清幽的
花卉，经常让宫廷画师绘制石竹图，并亲

自在画卷上题诗，比如“娟小卉足清幽，张
耒还思王子猷”“石侧娟致冶幽，有枝有叶
却非修”“墙根石角娟者，曰竹而饶艳朵
蕤”等等。

石竹花虽非名贵花卉，但色彩缤纷，
姿态万千，又耐瘠寒，花期可以从暮春一
直延续至仲秋。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特性，
人们才选择它作为母亲节的象征，以表达
对母亲身处逆境却坚韧不拔，爱子之情直
至终老的歌颂。

在生活
中很多人都
喜欢收藏邮
票，家里或
多或少都有
一些邮票。
邮票保存得
好坏将直接
影响到邮票
的品相，不

然辛苦收藏到的邮票在保存过程中受到损坏会
非常可惜。因此，邮票的收藏保存工作显得十
分重要。那么，该如何收藏保存邮票呢？

忌日光暴晒：邮票受到阳光照射过久，会
使邮票图案褪色或变色。夏季气温较高，不宜
在阳光下翻看集邮册，以免集邮册和护邮袋变
形及邮票背胶融化。

忌受潮：邮票受潮，会发生霉变出现霉斑，
邮票背胶会粘连。集邮册应该存放在干燥通风
的地方，在梅雨季节和空气湿度较大时，不宜整
理和欣赏邮票，但应常翻动驱散潮气。

忌接近化学性物质：邮票不宜与酸碱性化
学物质接触，以及化学药品气味的侵蚀。同时
也要远离油污及灰尘的环境。

忌用手触摸：有的集邮爱好者图方便省
事，不用镊子夹取邮票，而用手拿，会伤及邮票
齿孔。同时手上的汗渍油污会将票面弄脏而失
去原来的光泽。

忌长期封存：将邮票或集邮册长期存放在
箱子里，不轻易拿出来翻看，时间久了，因空气
不流通，箱子内部潮气散不出去，会使邮票受
潮，发生粘连，甚至虫蛀。

忌重压集邮册：装满邮票的集邮册，不宜挤
压，否则邮票会压出印痕，集邮册存放应竖直立放。

邮票收藏保存的禁忌古人笔下的康乃馨古人笔下的康乃馨古人笔下的康乃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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