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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小清

画家陈阳每每回首自己绘画艺术的起步时，
总是会追溯到她的出生地——那个给她以艺术滋
养的港湾——电车街 12号。她说，人生就像一趟
列车，当我回望梦想起飞的始发站，那些过往中的
莹亮，那些光阴浸染的情怀，一路滋润着我的心
田。

梦想启航

陈阳出生在电车街 12号那个大院里，楼上楼
下住着的都是报社的高级编辑和记者，他们思维
活跃、文采飞扬，又时时关注社会热点，谈笑有鸿
儒，出口皆文章。大院的人文环境为陈阳的人生
刷上了一层浓浓的人文底色。

在省报当美编的爸爸陈永智是小陈阳的启蒙
老师,熏陶了她最初对艺术的挚爱，阳阳从小坐在
爸爸怀里看着爸爸和王叔叔的连环画作品，长大
后的陈阳忘却了童年的好多事，但仍清晰地记得
爸爸画的连环画《小猎人》等片断，那连环画集的
一幅幅画面深深铭刻在她的记忆中。

孩提时代，每天与她家在一个公共厨房做饭、
用餐的名记美编们时时溜出的生动诙谐的语言，
被她像海绵吸水一样收纳在脑子里，她心智与见
识异于其他同龄孩子。

她从小就喜欢用黑黝黝的眼睛默默观察周围
的一切，而她观察的视角总与别人不一样。小时
候，她经常趴在窗台上向外张望，街道上偶尔会有
一辆红黄相间的电车，哐啷、哐啷地从窗下驶过，
打破城市的宁静。古朴庄重的老火车站、精美绝
伦的尼古拉大教堂、马家沟一带米黄色的苏联小
房子、木栅栏的小院里开满了淡紫色的丁香花
……童年的记忆都散落在她的散文《城市回眸》
中。

大院里男孩子大都去学艺术,他们都一门心
思向名震全国的连环画《闪闪的红星》作者王纯信
追拜，她愿意和一大群男孩子成群结队地聚在电
车街 12 号的大院里“听课”。她给自己布置的作
业是天天画速写,还经常和伙伴跑到火车站里对
着各式躺着、坐着、聊天、抽烟的旅客,竭尽全力描
绘，那是她感到最有意思的事了,以至于后来火车

站的保安对他们这群孩子下了逐客令。
那时候,刘克俭、王纯信等都是孩子们眼中的

大超人，一位位记者美编在办公室读书看报伏案
低头创作的场景一遍遍地被定格，她畅想着，低头
伏案创作，那一定是她未来的职业！

鲁美新生

上世纪七十年代，陈阳中学毕业，被分配到一
家工艺美术厂，在道外伟东木器机加车间,陈阳身
着硕大的工作服，火花四射日复一日劳动。在那
个简陋昏暗、狭窄的小工厂里，她仍然用那双发现
美的眼睛寻到了一抹生命亮色：楼梯上、栏杆上、
房檐下，缕空着各色花式图案。有梦的她坚信：自
己不属于这里,她必定会走出来，成为天上一颗闪
闪发光的星星……

人有了梦想和憧憬就会从心底滋生出明确目
标,焕发出无穷的动力。陈阳正当芳华却坚决不
找对象，她一次次拒绝了男青年的盛情邀请，在心
中,画画才是她的最爱。

天天背着画夹子匆匆行走在经纬街上，一路
奔向工人文化宫美术班，数年如一日,这是她生活
中的两点一线,在暗灰的画室里不断挥动着的手
臂，燃亮她心中梦想的灯塔。

在老师祝林恩的教导下,她进步极快,她每天
画笔飞舞，画收集起来整整装了一麻袋……机会真
的留给了有准备的人，1978年恢复高考,她梦想成
真，收到了鲁迅美术学院国画系的通知书。她饥渴
地吸吮着知识的甘露，在艺术的天地间展翅高飞。

灵魂如歌

从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后，陈阳成为黑龙江省
画院的专业画家，陈阳以纯净之心体验着人之生
命，她早期作品注重画面的装饰性构成和画面内
存的韵律感和节奏感，后来的绘画语言转而表现
内心的情感世界,心随笔运，像是轻声吟诵昔日
的歌谣，她以恬淡、真诚的绘画语言倾诉着自己
的心路历程。

诚实、率真、执着是陈阳的艺术品格。陈阳是
一个认真的艺术思考者，她总是在艺术探索的领
域不断地寻觅着世界的真谛，含蓄而平实地表述
着自己的思绪，没有丝毫的做作与牵强。陈阳的
作品给人一种宁静又气韵生动之美感，陈阳的美
好想象和富有诗意的表述仍然有她个人生活经历
和环境的投影，她的作品中有温情关爱，也带着调
侃和意味深长的微笑。

陈阳说，画画如同品茶，每当生活中给了我一
点点感动，都会将它投入杯中，时常地摇一摇晃一
晃，各色的灵动在相互间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经过
水墨的浸泡，和谐丰润，令人沉醉。1984年，她的

作品《山村小学》入选“全国第六届美术作品展”
获优秀作品奖，作品《明日的冠军》《和煦春风》
《怀抱》等前后参加了全国美展并获得奖项，上世
纪九十年代中期，她又创作了《灵魂如歌》《风从
耳边掠过》《梦里水乡》等一系列作品，1994年作
品《四季歌》入选全国第八届美术作品展，把多重
变幻的画面呈现在观者的面前。

城市回眸

2013年 10月，陈阳赴法国巴黎国际艺术城吕
霞光工作室做为期三个月的研修，并在巴黎国际
艺术城举办个人画展。中国画向来讲究形神兼
备，气韵结合，因而使人物画本身就具有一种悠远
绵长的韵味，皴擦，勾勒，细笔，粗线，在她的手腕
下，酣畅流利，每幅画作在浓重的笔墨中却生气弥
满，动静相生。

无论走到哪里，一旦看到年代久远的老建筑，
陈阳便要停下来，凝神观望一会儿。老建筑那沧桑美
感，叩击着女艺术家的心扉，之后由心入手入画，而
这不能不说与她自小长大的那个报社大院——一
个令她留恋和怀念的艺术人生起点有关……

转眼间三十多年过去了，电车街 12号那段难
忘的经历曾无数次地敲打着她思绪的闸门，驱使
她一遍遍走进了报社大院和老道外的大杂院。
那年她从北京回哈专程去看过电车街 12号大院,

现在它已灰暗破败,残砖断瓦，凝重，陈旧，凌乱，
留在记忆中的往事片断闪回，丝丝温情气息扑面
而来，她不由地拿起画笔，画出了《城市往事——
大杂院巡礼》。这一次，她似乎用笔线点画释放着
自己蓄积已久的精神能量，古旧的房屋、破败的木
梯、斑驳的老墙，略带伤感无奈。构图独到，笔力
精湛，描摹细腻，繁而不乱。

时光如同湍急的河水，不知不觉地从她身
边流过去了。人生如一屋，时而幸福，时而繁
荣，时而悲怆，转又归于澄明虚静。陈阳倾心描
绘着这一片片旧屋杂院，是一种责任、一份关
照。无声的画面，原汁原味的冰城味儿市井，似
有千言万语，打动人心。

传统文化别只存在秀场上

《中国诗词大会》《中国成语大会》等一系列
电视综艺节目走红，不仅引起古诗词与成语热
潮，也带火了传统文化。原《诗林》杂志主编范震
飚表示，电视综艺节目传播是普及传统文化最直
接、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然而，就像有人说的，不
管《中国诗词大会》上的选手多么“腹有诗书”，主
持人谈吐气质多么不凡，它终究还是一档电视综
艺节目，很多时候传统文化可能成了为达到节目
效果的刻意为之。如何让古诗词等传统文化不
只在荧屏秀场上绽放光彩，而是让它在现实生活
中焕发生机呢？范震飚认为，有更加实际的做
法，比如从课本入手，从小学到大学不间断学习，
这样古典诗词的思维链，就能在一个人的生活里
贯穿始终，一生都不会忘记。

无论是汉字、成语还是诗词，都是中华传统
文化的载体，是深埋在每个中国人血液里的文化
基因。《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叮
咯咙咚呛》第二季等节目，紧紧抓住了中华传统
文化的根，以最朴素真诚的方式展现前人智慧，
传承本国文化，唤醒了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对
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然而，
随着节目的告一段落，往往此种热度也会逐渐减
退。传统文化热该如何“保温”呢？在省作家协
会会员周建军看来，当下时代人们骨子里的文化
血脉仍没有断，包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如设立
各种书院、之前兴起的国学热等，都是传统文化
的反弹，经历时间的浸润和渗透，会潜移默化地
将它应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包括语言、写作以
及生活细节当中去。“古为今用”或许是传统文化
传承的有效方法。周建军举例说，他曾了解到，
有人将“注意宵小”用作门上防小偷的提示语，让
人感觉很有文化味道，如果能把传统文化点滴嵌
入生活之中，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将产生很大的作

用。“在生活的细节中体现我们的传统文化，并把
它做细致，能让我们感受到生活更精致，更美
好”。

坚守文化基因 别只“取一瓢饮”

传统文化的“酒香”毋庸置疑，但如何使这香
飘得更远、更为迷人，是信息时代不得不面对的
问题。

说到传统文化的传承，以诗词为例，现在能
背古诗词的人不少，真正能体悟理解其中真意的
人不多，如果谈到创作，则是少之又少，在《中国
诗词大会》走红之后，也有人倡导创作旧体诗词，
音乐人叁拾曾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中坦言，“我
觉得古诗很好，但是，诗好，去读，去品味，实在喜
欢背背也无妨，我其实更希望你能自己去创作，
唯独求你别当比赛一样去背。”网友“陈问壳心”
也希望，“普及古诗文的创作”，“传承古诗文的创
作技巧”。

范震飚坦言，“有人倡导，当然是好事。但进
入创作，并非简单，至少要在学识积累到相当程
度，还要经过艰苦的训练，才有可能。创作需要
才能，而才能一方面需要有些天赋，更重要是锲
而不舍。比如学生，中小学应该以背诵为主；大
学生则可以尝试写作，但应该在课业完成之余，
不能单科独进、舍弃主课。毕竟，古诗词写作，归
根结底，需要丰富的知识储备，长期努力，还要有
较多的个人生活的体验。”

真正让传统文化热起来，不能只“取一瓢
饮”，应该多渠道去打开传统文化的大门，尤其要
通过不同的载体传播。黑龙江工程学院人文系
副教授、苏州大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博士张宇认
为，大众传播是保证传统文化有一定受众群体的
一个基本条件。例如中国传统戏曲在电视传播、
新媒体上“活”起来，还远远不够，还应活跃在剧
场舞台上，观众希望传统文化以最本真、最原始、

最完整的形式呈现。
从本质上说，文化无优劣，但文化的表达方

式有高下，有些人对传统文化本身的生命力产生
了怀疑，事实上，真正的危机往往并不是文化内
核的“衰落”，而是文化表达方式的落后和贫乏。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既需要内容上的推陈出
新，也需要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敏锐发现创新生
长点，与现代媒介产生“化学反应”。此外，周建
军表示，我们要对传统文化心存敬畏，传统文化
可以说是一种艺术，不可随意对待，我们可以倡
导大家来积极传承传统文化，但在主流引导上一
定要让大众分清优劣。

不仅是“精品课”更是“日常课”

《中国诗词大会》这种“熟记类”节目之所以
走红，原因之一就在于优秀传统文化在民间传承
得还不够好。基础教育是传统文化生长传承的
土壤，只有全方位融入国民教育各个领域、各个
环节，让我们的孩子在翰墨飘香、诗书雅乐中从
容而快乐地成长，这样种下的文化基因，才能成
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源泉和骨气、底气之所
在，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具有长久生命力，真正实
现“活起来”“传下去”。

在范震飚看来，古诗词又并非空喊口号，而
是雅言，即是以优美含蓄的语言，表达丰富深刻
的思想感情。这样美好的文字，积累多了，就能
在人群里漫散，在潜移默化中，让其他人感动并
接受，像维生素，渐渐融入血肉精神之中，从而，
那些原来的“粗砺”的东西，也随之减弱，而优雅
的风度，就会在各种场合焕发出来。这样的人越
多，社会就越加文明。

在青少年的心灵深处种下传统文化基因，对

于文化血脉的延续、精神家园的建立至关重要，
谈到当下的诗词教育，有人指出，现在的教学体
系，老师基本是讲授分析古诗词的思想和艺术手
法，测试学生的背诵和理解能力，却基本不讲解诗
词写作，一些学生的古诗词学习也是基于考试拿
分这样的被动心理，而古诗词学习与学生将来言
语形成息息相关。对此，有专家指出，不能以应试
思维去衡量诗词教育，诗词教育不应局限于抄背
默释，应注重与传统文化的关联解读，并注意系统
性，活化诗词教育的氛围。范震飚表示，古诗词研
习不能止于背诵，不能急于求成。从背诵起始，随
年龄增长，学识增加，才有可能进入古诗词的内核
及其丰富的精神世界，才能从背诵和熟悉转入个
人的写作尝试。因此，无论谁，背诵、熟悉古诗词，
只是进一步学习创作古诗词的第一步。

张宇坦言，希望能有一个比较良好的传统文
化施教环境，因为这种施教环境是潜移默化的。
现在存在很多戏说，甚至胡说，对于青少年的影
响恶劣，对于成年人来讲也是件很痛苦的事。很
多人不知道那是不准确的或错的，但大众不是专
家，即便了解到那是错的，何为正确的也让人困
惑。张宇认为，学校里应开授传统文化课程，把
传统文化引入到教育体系中来很有必要。她曾
在学校开过一门课程，教学生唱和鉴赏京剧、昆
曲、越剧等中国传统戏曲，受到意想不到的欢
迎。一些学生结课时昆曲唱得有模有样，他们可
能未必会成票友，但确实能够掌握到一定的法
门。包括书法、绘画，还有一些传统技艺如刺绣
等，其实都可以走进校园课堂，并且传统文化不
仅是“泛读课”“精品课”，而应该是“日常课”，文
化传承需要全民参与，而且经过全民参与保存下
来的时间会更长久，味道也更醇厚。

上世纪七十年代，陈阳与电车街12号的小伙伴们合影（后排右二）。

陈阳《城市往事—大杂院巡礼》国画 2008年

陈阳在自己的作品前。

以敬畏之心 多元渠道

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传下去”

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工程的意见》，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
创新提供了“路线图”。如何坚持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将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
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成为人们关注的热
点。《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叮咯咙咚呛》第二
季、《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等节目
先后掀起传统文化热潮后。传统文化如何在
更为广阔的层面焕发生机？节目中选手们血
拼诗词、成语储备量，比赛场面激烈好看之余
引人思考，传统文化不仅是“泛读课”“精品
课”，而应该是“日常课”，真正让传统文化热
起来，不能只“取一瓢饮”，应该多渠道去打开
传统文化的大门。

□本报记者 董盈

陈阳 轻声吟诵昔日的歌谣

传统文化走进课堂。《中国成语大会》现场。

在孩子们的心中埋下传统文化的种子。

哈尔滨电车街 12
号 是 一 座 神 奇 的 院
落，上个世纪中叶那
里曾是一方文化高地
和艺术圣地，一大批
文 化 人 聚 集 居 住 于
此，群英济济，人才
辈出，成为当年哈尔
滨一种独特的文化现
象，五六十年代在这
里出生长大的孩子们
纷纷带着艺术梦想起
飞，走出北方，走向
世界，而女画家陈阳
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女
艺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