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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是直接、迅速反映社会矛盾的一
种文艺性论文，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如鲁
迅先生所言，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
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
手足”。姜胜群的杂文，正是体现了杂文
的这一特点，而且深刻、犀利。

在《重要的事情说N遍》一文中，姜胜
群先生痛斥社会上“短寿命建筑”造成的
巨大浪费。如云南河口斥资2.7亿元建设
的“中国-东盟河口国际旅游文化景观长
廊”，在建成3年后，花费3亿元拆除；投入
8亿元、曾是亚洲最大室内足球场的沈阳
绿岛足球场，在使用不到 10 年后，因“使
用率不高”被爆破拆除；郑州市耗资 854
万元的黄河路文化路天桥工程，建成 5年
后被整体拆卸……

姜胜群先生感叹：“短寿命建筑与资
源高消耗并存，已成为建筑产业的一大通
病。建了拆、拆了建，即便不是权力寻租，
只是图谋政绩，也是不可饶恕的一种腐
败。因为浪费的是纳税人的钱。”

杂文是政论，也是文学。是文学，就
要有文采。姜胜群先生的杂文，语言生
动，简洁，妙趣横生。在《世说旧语》一文
中，引经据典，正史、野史、轶事、掌故，皆
为我用，提高了作品的可读性。《文言二
则》中的《捕蛇者后人说》，全篇仿柳宗元
的《捕蛇者说》，借助文言文的简洁、柳宗
元经典作品的神助，以似曾相识的形式，
将当代社会矛盾做了深刻揭示。

在杂文的理论上，姜胜群先生也积极
探索。在《杂文不是杂货筐》一文中，针对

有人把散文也归类到杂文，提出不同看
法，认为杂文是大散文中的一种，把散文
当成杂文，如同蛇吞象。杂文不是杂货
筐，不能什么文体都往里装。他说：“从诸
子百家到鲁迅，中国杂文的发展脉络还是
清晰的。尤其是文学巨匠鲁迅，将杂文发
展到令人难以企及的高度。鲁迅的杂文，
可以用‘针砭时弊、短小精悍’八个字来概
括。针砭时弊是思想，短小精悍是形式。
这就是杂文。”

与时代同步，杂文从未缺席。在《散
文三题》一文中，针对疫情形势依然复杂
严峻，病毒传播方式趋于多样化的严峻形
势，呼吁国人继续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聚会、聚餐，不举办、不
参加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活动，尤其是不

到空气流动性差的地方活动。积极宣传
抗击新冠疫情中的“宅文化”——“兵来将
挡，水来土掩。过去的一年告诉我们：

‘宅’在家里最安全！”“宅”，不是消极颓
废，而是要“宅”有所为。都是“宅”，各自
条件不同，结果也不同。老子“宅”出了

《道德经》，孙悟空被关进太上老君的炼丹
炉，“宅”出了一双火眼金睛，又多了一项
本领……由此可见，无论何时，无论什么
情况，“宅”时的心态很重要。再险恶的处
境，好心态也能“宅”出成绩，“宅”出人生
精彩来。

匆匆为姜老师写下“精练”短文，实在难
以概括先生三十载以字为刃，以墨为锋——
实乃凛然正气一老翁，慷慨激昂终为谁？
掩卷思量……不禁感慨、敬佩！

以字为刃 笔耕不辍
简评姜胜群近期杂文

□何凯旋

黑土画派，是中国众多画派
中的一员，是黑土大地上的艺术
明珠。东北山川壮美，物产丰富，
四季分明，无边的田野给人丰收
的喜悦。独特的地域环境铸造了
其特有的人文气质、文化性格和
审美示范，形成了鲜明的绘画风
格，孕育了黑土画派的产生。黑
土画派的艺术家们以朴厚朗健，
阳刚质直的个性和放达兼容的
情怀抒写着对这片热土的热爱
之情。其艺术特色：主题鲜明，
色彩浓烈，开放创新，关注人生，
关注社会，关注时代的发展。黑
土画派名家辈出，在全国产生了
广泛的影响，老一辈的艺术家有
王仙圃的山水画、曹楣的北大荒
版画等，中青年画家人才辈出，活
跃于当下的中国画坛，为文艺的
繁荣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黑土地上，中西不同文化
的相互碰撞，交融借鉴，相映升
华，艺术家们眼界开阔，思想活
跃，开放包容，具有国际性视
野。作品风格多样，既保持鲜明
的地域特色，又形成了兼容并蓄
开创新风的品格，勇于走在时代
前沿引领着时代的风潮。在这
片沃土上，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
都产生了众多优秀的艺术家，在
全国具有广泛的影响。美术创
作的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
都各具鲜明的特色与时代精神，

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在全国大
型美术展览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创作出具有鲜明的地域特
色、时代精神又充满激情的作品
是每个艺术家共同的追求。

艺术家的生活环境、人文环
境的差异，创作中自然记录其印
记，传递出文化的信息与传承的
文脉。

我的花鸟画创作表现家乡
黑土地欣欣向上气象，讴歌它的
生机与美感，表现繁荣昌盛的风
貌，让更多的人认识黑土地，向往
黑土地，热爱黑土地。这片肥沃
的土地上，散发着泥土的芳香，遍
地鲜花绽放，草美水丰，山禽飞
舞，稻谷丰收……黑土地上充满
绚烂生机的大自然美景令我陶
醉，激起我无尽的创作激情与灵
感，让我如醉如痴、如癫如狂地恣
肆纵情放笔写意，融于对家乡挚
爱、对黑土地的深情，融注我在中
国美术学院汲取的文人写意花鸟
画的写意精华，追求笔墨放逸淋
漓的生机和新意境的营造。写意
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体
现了中国人的哲学观与美学观，
它赋予了作品文化内涵和民族品
质，我把这种精神融于对黑土地
的眷顾，用写意的语言述说着自
己的情怀、审美的关照，追求率性
意真、清新质朴的风格，提升黑土
画派写意花鸟画的韵致文采、气

韵生机。我的风格：其一，挖掘黑
土地真切的素材与感受，有别于
传统文人花鸟画“四君子”等题
材，作品给人以清润朗劲、率真放
逸、耳目清新的美感。其二，诗书
画一体彰显黑土文化的品质，营
造出全新的诗意风格。其三，读
书作为日常的功课，提升自身的
学养境界，营造中国人的精神家
园，让人们的心灵安逸祥和、闲适
惬意。

中国花鸟画是我们民族文
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保持鲜明的
民族特色，就是守护中华文化的
根脉，我想这样的地域性与民族
性的艺术一定具有世界性，成为
世界文化的瑰宝。

艺术的地域性风格是千百
年积淀形成的文化特质，反映其
人民大众对生于斯养于斯家乡生
活深沉的眷恋与热爱之情，形成
了自己的性格气质、审美样式，是
宝贵的文化遗产，是艺术真善美
的具体展现，是构成中华文化多
彩的篇章。强化艺术鲜明的个性
特征，就是守护我们文化栖息的
家园，才会有生生不息的活力。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相映生辉，
构成了丰姿多彩的艺术世界。
它丰富了人民大众的文化生活，
提升生活品质，使其生活充满美
的情愫、美的情怀，社会更加和
谐美好幸福安康。

地域性与新时代美术创作
□荆桂秋

这是一幅大尺度的壁毯作品，长
400 厘米，宽 255 厘米的画幅采用了
纵向的纪念碑似的构图，三段场景描
绘了“昨天——今天——明天”不同
历史时期大庆石油工人的劳动工作
场面。分段式构图在表现宏大题材、
广阔场景时被经常使用，如美索不达
米亚文明中的浮雕与石碑、汉代的画
像石与画像砖、北宋时期全景式的山
水画等。画家于美成就成功借鉴了
这一经典构图，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
限制，摆脱了焦点透视的束缚，强调
了事件的延续与递进，充分表现了石
油工人的奋斗历程。

于美成是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
美术家协会第二、三届壁画艺术委员
会委员，在从事艺术创作实践的同时
还兼顾艺术理论研究，担任全国艺术
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组负责人，
完成国家课题“新时期城市雕塑、建
筑壁画与其空间环境的研究”，论文

《刀耕不辍，追求不止》获首届全国美
术学（论文）奖。

壁毯最下端的芦苇与蒿草，是对
大庆初开发时盐碱滩涂真实环境的
写照。第一代石油人怀着“我为祖国
献石油”的勇气与决心，筚路蓝缕，克
服种种困难，“有条件要上；没有条
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依靠人拉肩
扛，掀起了气吞山河、波澜壮阔的石

油大会战。莽莽荒原上，干打垒崛地
而起，井架高耸入云，仅用三年的时
间，就建成了我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基
地，翻开了中国石油开发史上具有历
史转折意义的一页，谱写了一曲建设
社会主义的激越赞歌。“中国人使用

‘洋油’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
中间部分围绕钻井平台展开：一

辆辆井架车、锅炉车、压裂车穿梭往
来；中段左侧钻机林立，右侧抽油机
上下起伏；一动一静，既烘托出了热
火朝天的工作场面，又和钻井工人的
倾斜的动势形成对比，使画面构图和
谐平衡。新一代石油工作者不断开
发改进完善钻井工艺，塔架式数控抽
油机、螺杆泵抽油机、钻井完井等多
项新工艺、新技术被广泛使用。

画面最上方中间部分，太阳般的
圆形图案独具象征意义。它不仅表
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几代大
庆人艰苦创业、接力奋斗，不断创造
世界油田开发史上的奇迹；还表现了
大庆精神的旗帜一直被高高擎起，并
将继续发扬光大。太阳散发出来的
光芒把三大阶段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富有韵律的 S 曲线更增加了画面的
动感与张力。2018 年，大庆入选第
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大庆油
田的卓越贡献已经镌刻在伟大祖国
的历史丰碑上，大庆精神、铁人精神

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
组成部分。

1970 年，受“工业学大庆”的感
召，于美成舍弃了城市生活，来到大
庆油田展览馆从事展览陈列工作，并
深入到钻井队、采油队、开发前线体
验生活。10 年的工作经历，使于美
成对大庆这座英雄的城市怀有深深
的热爱，如火如荼的峥嵘岁月给予了
他丰富的创作源泉。大庆精神、铁人
精神一直是于美成艺术创作中魂牵
梦绕的理想主题和精神家园，他创作
了多幅讴歌大庆奋斗精神的画作：

《打出新水平》（套色木刻，1971年）、
《英雄的大庆工人》（年画，1972年）、
《毛主席永远和大庆工人在一起》（与
李延斌合作，油画，1972 年）、《战天
斗地》（中国画，1973 年）、《毛主席、
周总理接见铁人王进喜》（油画，1976
年）等。

《昨天·今天·明天——大庆油田
（1959~2009）》更是集伟大的题材、宏
富的想象、巧妙的构图、明艳的色彩
于一幅画面，油田中常见情景的刻画
更增强了厚重感与时代感。面对这
红黄两色为主的大型壁毯，人们心潮
澎湃，思绪万千。

大庆的昨天灿烂辉煌，大庆的
今天生机勃勃，大庆的明天必将更
加美好。

石油的赞歌
□陈晓媛

《中国医生》自
上映以来受到很
多 的 好 评 。 与
那 些 华 丽 的
台词，跌宕起
伏的剧情相
比，《中国医
生》作为一
部 全 景 式
记 录 抗 疫
的 现 实 题
材 影 片 ，给
人印象深刻
的 是 ，它 通
过细节的表现
将 人 物 内 心 的
矛 盾 演 绎 得 淋 漓
尽致。

张涵予在剧中饰演
的张竞予院长说着一口湖北
口音的普通话，脾气暴躁，做事果断强
硬，说一不二斩钉截铁。在医护人员感
到无能为力时，他在会议上拍案而起：我
最看不上那些人，遇到点挫折就丧失斗
志，灰头土脸的样子。影片更是真实还
原了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这一人物形
象。由朱亚文饰演的陶峻作为广州医院
前来支援的医生，刚开始对金银潭医院
设备不满，很高傲，到后来看到同行们都
在尽全力抢救患者，终于放下成见与大
家一起战斗在第一线。

这部剧最真实的地方就在于，并不只
是一味地刻画医护人员“高大上”的形
象，而是把人性脆弱、恐惧、焦虑的一面
也展现出来。张院长的暴脾气，陶峻一
开始的高傲，护士因为长时间没办法回
家，家里人也感染上新冠而抱怨，同病房
的病人在看到其他患者死亡时的恐惧，
在张院长与病人家属商量遗体捐献的事
情时，家属的不理解，甚至对他大打出
手，这些都是人性最真实的部分。在这
部影片中还有大量抢救患者的镜头，每
一处细节都处理得很到位，没有刻意的
煽情，而是通过一幕幕医生和患者之间

的故事来感动观众。
影片从多重视

角来还原当疫情
来临时不同人
的反应。从医
院的角度，医
护 人 员 拼 尽
全力救治患
者 ，虽 然 疫
情初期医护
人员有些不
知所措，但展
现了担当与使
命；从 医 患 关

系的角度，医护
人员穿着厚重的

防护服，摘下口罩满
脸的勒痕，这些镜头能

让观众感受到，去掉医生
这一标签，他们也是普通人。

当观众看到他们工作的场景和忙碌的身
影，也能够学会换位思考，理解他们的工
作；从家庭的角度，外卖小哥金仔怀孕的
妻子感染新冠，从听从妻子嘱托停止送
外卖，到听到孩子哭声后毅然去为老主
顾送药和奶粉；一直盼望着与家人团聚
的患者老张和妻子去世后，他的女儿问
医生没有父母的孩子该怎么生活，没有
多余的镜头，一句话就让人潸然泪下……
很多观看过《中国医生》这部电影的人都
说：在看电影时，你可以忍住不喝水，但
你绝不会忍住掉眼泪。

虽然对于这部电影的评价褒贬不一，
有人认为整部电影真实地还原了医护人
员在一线的状况，很触动人心；有人认为
影片中没有故事主线，结尾拖沓，对于说
着一口“塑料”粤语的朱亚文，有些观众
不买账，但不管怎样，《中国医生》作为一
部弘扬主旋律的影片，高度还原了武汉
当时的状况，能够帮助观众了解在疫情
发生时，与我们一样同是普通人的医生，
在抗疫一线是如何在感性与理性并存中
救治病患的，明白医生的医者仁心与使命
担当。

细节的力量
电影《中国医生》观后

□陈思雨

《 杂 文 月
刊》是刊登杂
文、随笔的专业
期刊。该刊在
2021 年 8 期原
创版的“名家新
作”栏目中，推
出了我省老作
家姜胜群先生
的三篇力作。
作品见证实力，
作为同在一个
编辑部编稿近
三十年同事，见
证姜老师一个
星期一篇杂文，
自不惑中年至
耄耋老人，风雨
无阻，孜孜不
倦，毅力足见恒
心，今日跻身杂
文名家行列，可
谓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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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水丰满江》 中国画 138x68cm 荆桂秋

1959年9月在松嫩平原上，一股黑色的油流喷射
而出，一举甩掉了我国贫油落后的帽子。当时正值国
庆10周年之际，“大庆”，这个源于石油、取自国庆的名
字，从此叫响全国，传扬世界。大庆油田开发建设60
多年来，所走过的不平凡的历程，更是一个传奇。

于美成等人创作的大型壁毯作品《昨天·今天·明
天——大庆油田（1959~2009）》，以艺术的手法再现了
这一传奇，并于2009年入选第十一届全国美展，获首
届“中国美术奖·创作奖”优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