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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菲亚教堂》 李义泉 2003

《我的白大褂·王牌科室》是深圳市卫健委出品的一
部医疗类纪录片。纪录片聚焦深圳各大公立医院的顶尖
科室，描绘在医疗环境下的芸芸众生。多维度展现了医
界大拿、青年医生、患者及家属之间的医疗原生态画卷。

纪录片镜头所及，皆是真实。《我的白大褂·王牌科
室》中的大部分镜头都是手术室中的画面，镜头下所有的
病痛和苦难都真切地来自于一个病人及其家庭。可能是
顾虑到观众的感受，镜头没有把患者的痛苦惨叫记录下
来，没有大声告诉你这件事情有多惨烈，而是将现实摆在
你面前，然后告诉你：这种痛苦是很平常的一件事而已。

这是属于纪录片的残酷，以一种平淡的叙事节奏用客观
的视角描绘出生命的挣扎与流逝。

《我的白大褂·王牌科室》虽然是纪录片的形式，但后
期制作加入了许多戏剧化元素，并不是一味地平铺直叙，
尝试在很多细小的情节上增强故事性，比如第二期的开
始，上演了一场充满火药味的“术前交谈”。面对“断指”
患者情况的危急，患者陪同竟然试图冒充家属签字，面对
无意义的争吵，医生选择与16岁的患者直接对话，在“断
指”手术的黄金时间内争分夺秒地进行手术。这是一幅
现实医患关系的缩影。这一个小插曲，道出了医患关系
的出路——彼此体谅、互相理解。

《我的白大褂·王牌科室》的镜头非常直观。作为观
众，你可以看到白血病的患者做腰椎穿刺、骨髓穿刺的全
过程。牙签一样粗的针扎进肉里，脊髓液从针管的另一
头抽出。还能够看到断指再接的全过程，虽然部分血腥
的画面做过模糊处理，但是隐约的画面结合想象，也能让
人头皮发麻。这种不做过多修饰也并不含蓄的镜头可以
直击观众的心灵。在剪辑手法上，纪录片刻意增强画面
的紧张感，特别是在手术过程中，因为现实世界的手术没
有文艺作品里那么多奇迹，所以每一场手术的结果都是
未知的。通过镜头表现医生的紧张情绪，用同期声讲述
手术的难点，再结合具有压迫感的背景音乐，很难不让看
的人提着一口气。

能够看出，这部纪录片试图通过镜头下的芸芸众生，
一个个真实的医疗案例，增进医患之间的了解，讲述好新
老医生之间的传承以及一个年轻医生的成长之路。让观
众在真实地了解到医务工作者的工作状态同时，潜移默
化地良性引导观众对医疗行业的正面思考，增强医患双
方信任，进一步推动医患和谐。

《我的白大褂·王牌科室》剧照

“原生态”里的医者与患者
系列医疗纪录片《我的白大褂·王牌科室》观后

□石琪

黄明先后师从邢衍、曲江、邓
白，是一位极具文人气质，集诗、
书、画、印于一身的多栖艺术家。
学者的儒雅和诗人的敏锐，在他
的印章、书法和国画中都能体现。

“方寸间见天地”，读印似读
诗。吴昌硕的印雄浑苍劲，有太
白遗风；黄士陵的印严谨挺拔，如
老杜格律；齐白石的印纵横千秋，
似东坡乐府；王镛的印率意烂漫，
追北朝民歌……黄明先生的印，
不论是逾寸大印，还是毫厘小印，
都弥漫着诗的韵律和节奏，有一
种清新自然的感觉。我想这应源
于他深厚的文学素养。黄明不盲
目追风、以狠剜猛敲为能事，他所
注重的是印章的内涵和文化品
位，他的作品流淌着鲜活丰富的
文化信息。

黄明从古玺、秦砖汉瓦、古印
等各种艺术形态中汲取其精华，
领会其精髓，不做形式上的简单
模仿，而着意塑造自我的品格，形
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比如在章
法上，黄明每每于平和正大的格
局中，特意安排一两处或印文或
边栏的出挑夸张处，如同诗中有
眼，满盘皆活，成为黄明印面语言
的特有“句法”。在刀法上，他采
取一种稳健而圆融的冲刀，线条
极能传达笔意，还善于对细节进
行精微刻画，使得印面更耐咀嚼
和涵泳。其他像情趣和理趣的和
谐统一，对艺术符号的提纯以及
个性符号系统的构建，书画文史
等多元的艺术修养，也是黄明先
生造印的重要前提。

黄明先生亦工于书画，行书
萧散自然，有一种高雅风韵；篆书
则以大篆为体，小篆为用，用笔裹
锋涩进，线条圆厚，雍容端庄，书
卷气斡旋而出。在绘画方面，他
的国画近年来也备受行家喜爱。

和黄明交往虽短，每次交谈
都能感受到他身上的那股文人气
息，尤其看了他即将付梓的印谱，
一种清新古朴之风拂面而来，可
谓“印之味新，可以醉人”。

灵秀中见厚重，厚重中见空
灵；或以虚带实，或化实为虚，或
劲力内含，他用心造境，以手运
心，以刀凝神，营造出个性的缥缈
天倪和天造化工的篆刻境界。邓
白评价其作品说：“一件佳作除做
到字法、笔法、章法、刀法无可挑
剔之外，贵在表现意境，即‘弦外
之音，印外之意’。弦外之音是从
必然之国走向自由王国；印外之
意是超越时空表现出的深邃文化
内涵。我喜欢黄明的作品，是因
为他的篆刻作品‘古朴自然，禅意
空灵’，秉承古贤并开创禅意印
派。”

当下有很多人喜欢给自己定
型，结果艺术之路越走越窄，篆
刻，就是写心、写意、写情，自然而
然，又怎能定型？创作不同风格、
不同意境的作品，拥有自己的艺
术百花园，百花齐放，才能姹紫嫣
红，百看不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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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明篆刻《上善若水》

黄明篆刻《愚公移山》

黄明篆刻《翰冰》

黄明篆刻《亚洲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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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李义泉老人交谈，很是舒畅。在他身上，仿
若滤掉了世间的绚烂和喧杂，只留下如他钢笔画
中的黑白灰三色调，简单，干净，淳朴。更给人以
亲切之感的是，他的嘴角总是漾着淡淡的笑，仿佛
微风吹起的涟漪。

许是和喜欢运动有关，80岁的李义泉，神情举
止中，全然没有一位耄耋老人的样子。身材清瘦
挺拔，动作迅捷，反应机敏，语速很快，回忆过往如
在昨日。

1
李义泉说，自己是个喜欢简单的人。因此，他

爱上了钢笔画，只需揣上一支笔，夹上几张纸，即
可出发。这种便捷、随性，让他充满热情地画了60
余年。

直至退休后，他更加随心所至，走遍黑龙江大
地。从牡丹江市宁安市东京城到大兴安岭，从乌
苏里江到松嫩平原，3000余幅钢笔画，绘出了他眼
中的黑龙江风情，诉说了他对这片土地的一片深
情。

为他举办的“素笔丹心——李义泉钢笔写生
作品展”，目前仍在黑龙江省美术馆展出中，展览
的主题——素笔丹心，是对他和他的作品的一个
简单却准确的诠释。

2
穿行于101幅作品中，仿佛经历了一个穿越时

空的黑龙江风情之旅。只不过这个旅行，是黑白
灰三色调的。但即便如此，你也不会感觉低沉单
调。有时，你会感受到舒缓如歌；有时，你会体验
到挥洒恣肆；有时，你又会感觉到刀锋凛凛……多
种感受，错综而来，会让你有些恍惚。朴素质简的
三色调，何以会产生如此让人心生动荡的复杂情
感呢？

李义泉道出了谜底：至爱着钢笔画的他，还喜
欢中国画和版画。不经意间，中国画和版画的笔
法，浸入了钢笔画作中。镜泊湖的瀑布，倾泻而下
的充盈的动感，有着中国画笔墨渲染的意蕴；汤旺
河石林，矗立在密林中的巨大石峰，坚硬的线条，
则有着版画刀刻的神采。

在与钢笔画打交道过程中，李义泉悟出这样

一个理儿，要想画好钢笔画，光线特别重要，明暗
透视关系一定要处理好。所以，为了画兴凯湖的
日出，他在北方 11 月份早晨 4 点钟就守候在湖
边。天刚亮，日出下的兴凯湖，水、光线对比非常
强烈。下笔如有神，一个多小时的酣畅勾勒，充满
阳光质感的兴凯湖跃然纸上。而他最为得意之作

《雪后山村》，描绘的是他家乡七台河市勃利县一
个村头的风景。那是他在一场大雪后，沿着田埂
走了十多公里的雪路，趟到那里“取景”创作的。
山沟里，白雪覆盖的小山村，在阳光照射下，耀眼
生辉……

3
“苦中作乐”，李义泉这样描述自己数十年的

采风之路。单骑也好，火车也罢，每次都是一个人
踏上写生之旅。孤独，不可避免；辛劳，自不待言，
但他却并不当回事儿。每次，只要看到心仪的场
景，震撼的画面，他就立时沉醉其中，全然忘却了
旅途的孤单和辛苦。

就这样，默默地，数千幅钢笔画写生作品，随
着数十个春夏秋冬流淌出来，如一幅幅黑白照片，
又如一帧帧岁月插画，记录着他的脚步，他的过
往，他的深情，他的痴迷，也定格了龙江大地诸多
风景的神奇一刻，让我们在那一个个瞬间感受它
们的风情和魅力，历史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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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后山村》 李义泉 2014 《老农之家》 李义泉 2005

《乌苏里江畔》 李义泉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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