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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的影像中，《信仰之美》
展示的是黑夜和白昼、严寒和酷暑、
风天和雨雪天的环境，而其中的劳动
者，或以群体的面貌和个体的面貌呈
现，或以肖像和特写的面貌呈现，难
能可贵的是细节场景的介入，稀释了
宏大场景的某种浪漫演绎，它们交织
镶嵌，大小相守，互为见证，冲创出
一份对石油人的敬仰情怀。

可以说，《信仰之美》采用的是
纪实性手法，但纪实摄影的叙述性
功能在这里却倾向于描述性功能，
也就是说，更多运用了诗性的表现
方法，影像于灵动跳跃中处处饱含
着浓浓的抒情质地。仰角拍摄手法
的运用，也强化了影像内在的抒情
质地。我们看到，高空中劳动者们
如一个个有节奏感的音符，忙碌，自
在。如此情境下，杨伟奉构筑出的
不只是劳动者力之美的雕塑，还构
筑了劳动者的艰辛、刚毅、远方、梦
想和孤独。基于此，影像也避开了
那种空洞的泛抒情和程式化图解，
让平凡的劳动的不平凡有了脚踏大
地般的依托。是的，那些俯拍角度
构图的影像，传递的是劳动者心魂
与体魄的力量之源。

与天空的对接来自那些脚踏大
地的人们，情怀也于此产生。作为老
石油工人的后代，耳闻目濡了父辈献
身石油事业的光荣与梦想，杨伟奉也
毅然投入到石油开采事业，一干就是
13个春秋。可以这样说，他的身体和
灵魂，浸满着石油人的苦乐与情感；
他的言与行，虑与思，已化成了自在
自为的行动状态，他拿起相机的动机
来表达的冲动，也基于生命深度的采
油体验。对于石油事业，杨伟奉始终
是在场者，即使在拍摄中，仍然是真
实的在场者。所以，《信仰之美》与其
说是创作，不如说是自传性的拍摄。
它与石油人的坚定力量、理想信念的
指引有关，是又一代石油人生命体验
中力的冲创和张扬。

沉重艰辛的劳动化为轻盈的心
灵姿态，《信仰之美》创作主题流露
的正是这种能量和倾向。我以为，
这并不是摄影师故意的一厢情愿和
审美幻觉，而就是来自他切身的生
命体验和践行。在艺术创作中，什
么是体验？体验何为？杜威在《艺
术即体验》中谈到：“体验是有机体
在物质世界奋斗和成就的证明，它
在本质上也就是一种艺术，甚至在
最初的形式中，它也包含作为审美
经验愉悦感知的承诺。”王阳明亦有

“知行合一”之说。对于求道的人，
知是行的引领者，行是知的归宿。
我从杨伟奉的自述中看到，多年的
采油人生体验，已深深化成他生命

的经验和自我认知部分，使得石油
人的影像从他心里源源流涌出来。
也正是这份真挚和热爱，让他避开
了情感空洞、表现空洞、形象模式
化、简单英雄主义式刻画的歧途，呈
现出一组内容有温度、形式有意味
的摄影作品来。

《信仰之美》的意义和价值，是
在自我生命体验中升华出来的，影
像中，他拍了他自己，更拍出了中国
石油工人群体的精神境界和风貌。

《信仰之美》，是从大地深处升
起的。这组表现性的影像，是一种
精神见证。需强调的是，表现性来
自刻骨的体验，如果艺术将自我体
验剥离出去，艺术品肯定就会失去
独特的自我经验放大。如此，艺术
品内在表现的感染力，也会陷于虚
弱的衰败中。当然，在艺术创作过
程中，创作者充当旁观者角色投入
到创作中，可能产生一种理性的冷
静的感染力和哲思力量。但更多
时，我相信让人心动的作品，是创作
者进入其中的角色，并且就是其中
的角色，作品和创作者有一种灵魂
与肉身密不可分的交融。

事实上，艺术创作中有了自我
经验的升华，艺术品的实质和形式
才能真正呈现为鲜明的实在性或者
时代特征。我相信每一个艺术品都
是创造者本身，作品就是创造者的
肉身和灵魂。当创造者具有足够的
博大的“他者”视野和艺术情怀，那
么，他的艺术品无疑就具有了更普
遍的完美实质。这是《信仰之美》的
另一种启示，一个扎实的身心与境
界交融的艺术创作启示。

抽象艺术的先驱——康定斯基
的蛋彩画《歌》，又名《伏尔加之歌》
（Song of the Volga），就洋溢着跃
动的音符，让人耳边响起奔放热情
欢快的旋律。

康定斯基早年对绘画、音乐和
俄罗斯民间艺术抱有浓厚兴趣。
1896 年，康定斯基看到了印象派画
家莫奈的“干草堆系列”，画面中“日
常生活中的形状融入斑斓色彩中，
成为做梦都想不到的奇迹”。他深
深为之震撼，毅然放弃法学教授职
位，移居德国慕尼黑，立志于绘画艺
术。

创作于 1906 年的蛋彩画《歌》，
是康定斯基早期的作品。蛋彩画是
一种古老的绘画技法，用蛋黄或蛋
清调和颜料绘制而成的，多画在表
面敷有石膏的画板上，具有色彩鲜
明而保持长久的优点。它盛行于欧
洲文艺复兴时期，许多著名画家，如
乔托、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及提香
等，都曾运用过这种画法并获得辉
煌成就。蛋彩画受绘画材料的限
制，不便以大笔挥洒或者施以大面
积渲染。因此，这幅在深色卡纸上
创作出来的《歌》，康定斯基以小笔
点染，重叠交织的画法为主，使整个
画面具有细腻光泽的肌理、层次丰
富的色彩、透明轻快的色调。

这幅画作看起来似乎以童话或
民间传说作为主题，从中可以看到
康定斯基在早期对各种艺术观念的
理解和借鉴：德国新艺术运动“青年
风格”、象征主义、先锋派艺术相互
融会，以及对俄国民间艺术装饰图
案的借鉴。

尽管画面远处山坡上的一排建
筑物，不禁让人想起东方的某座城
市，但是画中的人物却是身着传统
俄国服饰的水手。伏尔加河是俄罗
斯文化历史的摇篮，被称之为母亲
河，康定斯基以伏尔加河作为故事
发生的场景，河面上风帆扬起，群舟

竞发，一片喧嚣。
画面后方的田野，把故事锁定

在某个遥远的过往，这使画家名正
言顺地抛弃了现实主义规则，着力
于探索色彩的自主性：大量彩色斑
点的运用弱化了人物的个性特征，
突出展现群体动态；水面和倒影用
点块状的笔触表现，展示出水波的
律动。每种颜色都因其互补色而变
得突出，相互衬托，交相辉映，如同
雄浑嘹亮的歌声在耳边此起彼伏。

类似的音乐元素，在康定斯基
日后的创作中愈发显著。他的绘画
越来越向音乐靠近了，不再描绘具
象，不再讲述故事，而是仅仅利用
点、面、线、色等纯形式的因素，传达
精神和情感的内涵，为绘画注入声
音。他甚至直接以音乐术语来为画
作命名，如《即兴》《构成》《印象》
等。康定斯基像一位娴熟的指挥
家，在他的组织下，色彩音符交织有
序，铿锵有力的黑色线条构成了乐
曲的节奏——时而悠长，时而短促，
时而延绵。音与色相互联系、相互
依存。

康定斯基被公认为是抽象绘画
的鼻祖，从他开始，艺术进入了纯粹
的抽象领域。康定斯基有着深厚的
音乐素养，在中学时代他曾是一名
业余大提琴手，还具备一种打通音
乐与绘画的特异功能。1912 年，他
把五六年间逐渐积累起来的观察和
精神感受加以总结，出版了第一本
抽象理论著作《艺术中的精神》。书
中把不同的色彩与特定的精神和情
绪效果联系到一起，发掘出“每一种
颜色都有内在的声音和意义”。“黄
色犹如刺耳的喇叭声。淡蓝色像一
只长笛，蓝色犹如一把大提琴，深蓝
色好似低音提琴，最深的蓝色是一
架教堂里的风琴。红色像是乐队中
小号的音响，嘹亮且高昂。纯粹的
绿色是平静的中音提琴。紫色相当
于一只英国管或是一组木管乐器的

低沉音调。”康定斯基秉持“创作是
精神的表达”，将视觉通感听觉，肆
意将灵感挥洒在画布之上。

音乐是最纯粹的艺术，旋律与
声音在时间中延绵消散，留下捉摸
不透的感受。康定斯基在著述中，
谱写出了艺术的精神脉络；在画作
中，演奏出了色彩缤纷的点线面。
一根线条、一个图形、一块颜色都在
旋转、交错、飞溅；短促、响亮的和声
萦绕回荡。看似杂乱无章的画作背
后，都有艺术家真情的流露，生命的
独白。明艳的色彩、流动的色点、扩
张的线条以及混合分割的平面，都
经过了艺术家的精心选择和巧妙处
理，以求达到某种和谐。康定斯基
利用颜色，经由视觉通道拨动心灵
的琴弦，调动起感官联觉和通感，长
短粗细的线条、变化莫测的图形、饱
和醒目的颜色，使我们聆听到了画
面中色彩与形式的内在声音，谱写
出一曲曲华丽的乐章。

艺术是现
实的镜子，石油
开采作为摄影
题材和众多的
工业题材一样，
是一个表达和
呈现的热门。
那 么 如 何 呈
现 ？ 呈 现 什
么？对于摄影
师来说，很是个
在表达实践中
应解决的问题。

杨伟奉的
这一组表现石
油题材的摄影
作品《信仰之
美》，明眼观之，
绝对不是在讲
故事，而是以散
点透视形式构
成 的 视 觉 符
号。他选取的
是石油工人劳
动的具体瞬间，
从不同的劳动
场景来表现石
油人的时代精
神状态。

康定斯基《即兴第五号》 1910年
纸板油画 71×71cm

音乐是最容
易产生共鸣、最能
表达人类情感的
艺术形式。许多
艺术门类经常与
音乐联系在一起，
比如“建筑是凝固
音乐”，“诗与音
乐，有着相似的灵
魂”。1927 年泰
戈尔与罗曼·罗兰
的一次谈话中也
说，“诗、绘画或音
乐 ，具 有 普 遍
性”。音乐与绘画
的关系更为密切，
音色与颜色之间
存在着自然的联
系，从物理角度上
说，它们都是一种
波动，只是它们的
性质和频率范围
不同而已。音乐
就是流动的色彩，
给人以明朗、欢
跃、温暖、振奋等
不同感觉。绘画
中的色彩、线条、
笔触也表现出了
音乐的律动与节
奏。

从大地深处升起
读杨伟奉石油题材摄影作品

□杨勇

用 和 谱写乐章
□陈晓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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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色彩彩 线条
作家刘岸倾注13年心血创作的长篇小

说新作《子归城》（敦煌文艺出版社），获得
了诗人舒婷、小说家邱华栋等人的高度赞
扬，称之为一部“不可不读的奇书”。这是
一部全景式、多层次、多侧面表现丝绸之路
前世今生的精神风貌的大书。

小说共分四卷，跨度百年，由主、副两
条线构成，主线着墨百年前丝路重镇子归
城人民的奋斗创业史，副线力图展现当代
厦漳泉人民抗击台风、保卫家园的精神风
貌。全书长达140多万字，堪称丝绸之路历
史的一部壮美画卷。全书成功塑造了刘天
亮、云朵、神拳杨、驼二婶、林拐子、白牡丹、
钟爷、金丁、马麟等几十个正反人物，形象
饱满、性格鲜明、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小说时空广阔，它的历史跨度从张骞
出使西域，直到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从横
向的空间上看，它描绘了当代东南沿海的
发展和现状。小说以“史”为“经”，以人物
为“纬”，形成交叉立体的叙事结构。在浑
然一体的构架内，依托大量民间叙事中的
人物和事件，用貌似考证历史的虚构方式，
营构真实生活和历史的图画，进行生活本
原形态的摹写。

把崇高作为审美价值的重要形态，展
开宏大叙事，历来是刘岸长篇小说的基本
要素和特征。在《子归城》中，刘岸更是把
这一特征推到了极致。一部具有史诗品格
的丝路著作，离不开由历史支撑和时代烘
托而又折射和映照着历史和时代的西部大
开发事业；离不开丝路军民群体性的生存
状况和文化形态；离不开西部边民赖以生
存的土地上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等等。

一个底质良好的文学家，总是把关心
社会、关心人民生活视为作家的责任。刘
岸正是这样一个有着高度责任感的作家。
他充分了解丝路的历史，现在和未来；熟稔
各行各业各式各样的西部人，了解他们的
心态，知道他们的梦想，知道他们的祖辈、
父辈都想过什么，做过什么。在诉说历史
主体所从事的事业及其付出的沉重代价的
时候，刘岸没有忽略个体的生存体验，而是
以他简练的笔触刻写着个体人物和历史细
节，还用形象的语言和画面真实地再现着
那块土地上生存的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
乐。

不仅如此，刘岸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循
环，看到了人类面临的多重复杂的关系，如
人与自然的关系，战争与和平的关系，生存
与发展的关系，等等。这一切，使得人类的
群体活动成为一种事业。作为作家，有责
任反映它，表现它，从生命的、美学的各种
角度进一步呈现它、解读它，这终将成为一
种事业，一种责任。大书之大，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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