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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欣闻屈兴岐作品集
《也是一种乡愁》《灵犀》《白骏
马》《人间流水》入选“中国专
业作家作品典藏文库”，颇感
高兴。屈兴岐，1935 年 5 月 9
日出生在黑龙江省巴彦县农
村，1952 年肄业于巴彦一中。
17岁读高中一年级，时受有着
浓厚文学情结的语文老师田
林影响，对文学产生了终其一
生视为生命般的热爱。同年，
因家里所种田地遭受水灾，只
能扔下课本去谋生，思谋着谋
生同时还要有诗和远方，于是
走进了小兴安岭莽莽森林。

1956 年，热衷写作的共同
爱好让我们在南岔十四林场
小学相识、相知。随后，又相
继来到当时的美溪林业局工
作。一晃儿，已经 65 年了。
1987年，我曾写过一篇屈兴岐
的文章，刊登在《伊春日报》。

在我的印象中，他从容自
信，平静洒脱。“别追赶影子，影
子是追不上的。别厌恶影子，
影子是赶不走的。有影子多好
啊，那说明我们在阳光下。”

关注人类生存环境，是屈
兴岐创作的主题。他从林区
走出，他是大森林的儿子。他

热爱人生、热爱文学、热爱大
森林和大森林里的生灵。长
篇小说《伐木人传》塑造的是
千方百计为子孙留一片青山
的创业者的形象，是国内较早
描写这一主题的长篇之一。
他的作品竭力反映人和自然，
书写大森林，书写山里云彩山
外雨，书写情，书写着美与善。

老友屈兴岐，17岁来到小
兴安岭，他热爱大森林和大森
林里的生灵。他顺应本心，淡
然自在。22 岁，得了肺结核，
一口血呕在小兴安岭洁白的
雪地上。“肠子不适，检查时盼
着没病，那该多幸福。说有
病，盼着能诊断为肠炎，那该
多好。”30年后，又得了结肠癌
躺在无影灯下手术台上，他倍
感生命之可贵。术后，他伏案
埋头比往昔更为勤奋，时常一
夜三兴、一饭数辍。

“感激生我养我的这片广
袤黑土与浩海森林”，大森林
给了他创作灵感，他报大森林
以深情。

他对大森林大原野大山
大江滋养熏陶的东北方言独
有情钟，他在《也是一种乡愁》
前言中说，“回味整理东北方

言俗语，加以阐释，也是一种
乡愁。”“给有意研究的同道累
积一些语料，给正有几多乡愁
的朋友提供一份谈资，给东北
这块热土上的年轻书写者捧
出一份参照文字，给史学社会
学风俗学留一些来自数百年
生活的直接素材。”体现了屈
兴岐的历史担当。

“林子里的人，十分珍爱
红松种子与树苗，它们蕴含美
好的希望。我以相同的心情
记录细节。”屈兴岐将那些美
的、心动的、见性的，展露事物
本色的细节与心交融的景色，
60 几年的记录，原生态，现场
感，呈现在《人间流水》中，分
享给读者。《白骏马》《灵犀》中
展现的众多乡野风俗及人物，
读来让人亲切难忘。

“幸福啊，总是一条可望
而不可及的地平线，你追它，
它也往前走。”如今 87 岁高龄
的他，仍笔耕不辍，思路清晰，
文笔遒劲，显示出强健的文化
生命力。

这样一位亲切、朴实、自
然的作家朋友，和他散发着泥
土芳香、饱含浓重乡情的作
品，让我感动、让我敬仰。

美与善的书写
作家屈兴岐印象

□李志璋

主编：施虹
责编：曹晖

执编/版式：杨铭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a84655106@163.com

画家李维康说，张
济的画不是单纯看技
法，更重要的，是他笔
下的生命有一种温情
和善之风范。

在同行眼里，张济
是动物专家，不止画鸡
和麻雀，猫狗等深受当
代人喜爱的伴侣动物，
也画得栩栩如生，精气
神俱佳。他画里的狗，
造型精准，神态天真，
时而悠闲，时而欢脱，
仿佛随时都要从画中
呼之欲出；他画的猫更
是佳作迭出，不但观察
入微，且形神兼备。

值得一提的是，猫
在传统花鸟画中似乎
并不多见，这源于中国
传统文化中对猫并不
看好，甚至曾经存在某
种“偏见”。直至现代，
随着人们对猫作为伴
侣动物的喜爱与日俱
增，这种偏见才消解。
因此，即使偶尔有猫出
现在大师们的作品中，
也稍显呆滞。纵然笔

墨精到，但作为描绘对象的
猫，本身却无可爱动人之处，
令人无法升起好感。

正因为如此，张济一系列
的猫咪主题绘画，更显得珍贵而
独树一帜。他画中的猫，无论是
流浪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还是栖身
小小公寓、窝在椅子上或者电脑旁，都
一派的天真明媚，放松地享受着生命的每
一寸时光；无论是中国本土的狸花猫、橘猫、奶
牛猫，还是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美短、英短、加
菲、布偶等外国名种猫，在他的画中都拥有平等
的幸福：在微风拂过、缀满花朵的枝间午睡，在
房子里的木柱和榻榻米间尽情磨爪……猫咪的
快乐俯拾皆是，“嗨”得没心没肺的它们，也在瞬
间唤醒了都市人心底的那一抹温柔。

心底的柔软在画间苏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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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秋》 国画 42×42cm 张济

张济擅画山水、花鸟动物，亦精
于诗词、书法，是画坛为数不多的全
才型画家。他的花鸟画，被同行评
价为：“吸收南北画风优点，加有一
定设计形式构图，笔墨讲究，鲜有败
笔，浓淡经过思考落笔，给人轻松大
气的感觉。”“神形兼备，风格独特，
看似寥寥几笔，画得轻松，实际是熟
练后的轻松，是经过千锤百炼的轻
松。无论用笔用墨，还是用色，都有
特点，有个性，不落俗套。”

张济的新作《身边又见雀儿飞》
颇有形式美感，画面简洁生动，疏朗
空灵。整个画面点线面跃动，黑白
灰隐现，一只麻雀静静地栖息在枝
头，成为“画眼”，带动整个画面的节
奏韵律和视觉秩序，别开生面，给人
留下深刻印象。

鸡是张济常画的题材，这些质
朴的生命，在他的画里诗意盎然，散
发着朴素动人的祥和之光。他画
鸡，用笔用色不求华丽，而是朴实自
然，构图饱满，拙不取巧。正因如
此，这些呆萌可爱的小家伙，反而令
他的作品高古自然，不失雅趣与格
调。难怪了解他的画家朋友笑言：

“你的追求启发了我，踏踏实实地坚
持自己，走别人不愿走的路，爬别人
不愿爬的山……”

寻常风物非常道

心有情怀，画存真意。热爱生活
的张济，擅长小中见大，让平凡事物
闪耀人文之美。他从学生时代起就
坚持大量写生，泡在动物园里与老虎
对话，在房前屋后与鸡鸭、猫狗、牛羊
交朋友，在田间地头向树林、草垛学
画法，这样的积累持续了四十多年，
才有了今天作品的生动传神和笔法
老辣。

而这些画作的背后，藏着张济心
底的柔软与善良，是洗尽铅华之后的
人性光芒。张济并不炫耀高尚，但是
他亦不吝啬袒露真情。他的小老虎
可以是怯懦的，楚楚可怜的；他的小
狗也可以显露出对主人的讨好、依赖
之情……他以北方乡村为题材的花
鸟作品，追求的是静美和诗意。在他
看来，对于形式美的探索和笔墨精妙
的反复锤炼，是努力达到的“手段”，
而他画中人格化的动物，则是体现画
家对自然草木、万物生灵的人文关
怀，才是他追求的更高目标。在田间

枝头漫步的小麻雀，为快节奏生活的
人们营造了闲静美好的乡间绿洲；而
雪后挤成一团相互取暖的鸡群，则饱
含了画家对顽强生灵的关注与敬意。

张济画虎，堪称一绝，深得同行
称赞，这得益于他扎实的速写功夫。
他吸取海派大写意花鸟的笔墨方法，
又以书法融入画法，以神写形，淋漓
酣畅。他画的幼虎，天真无辜，如孩
童般稚气可爱，在中国美协主办的

“百年百虎展”中独树一帜，广受行家
好评。

作画之余，张济一直勤练书法，
王铎、米芾等名家书法碑帖，是他每
日案头的必修课；他还擅写古体诗，
常常以诗为画，以画入诗。他的七言
绝句《赠非子》（“几遍京华去又归，故
园风物忍相违。杨花也解漂泊苦，躲
进池塘不肯飞。”）被诗人、诗评家陆
伟然评价说“完全够得上古今佳篇的
等级”。大量的诗词佳作，也为张济
的绘画作品平添了人文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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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又见雀儿飞》国画 42×42cm 张济

张济笔下的世界，是动植物的天堂：鸟儿在枝间打盹儿，小狗在
庭院撒欢儿，猫咪伏在墙头晒太阳，鸡群在房前屋后兴致勃勃地觅
食……这里没有人与自然生态的冲突，亦没有物种间高端与低下的
对立。生命中有很多闲余，共享一片土地也不是什么难事。

这样的画，仿佛是一种邀请，一幅幅地看下去，观众心底的温柔
自然被唤醒，在会心一笑的那一刻，疗愈便发生，你会想要走进这童
话般的世界，和小动物们一起，享受那些曾经俯拾皆是、至今却也未
远离的静好时光……

生命的温情表达
张济国画作品赏析

□杨宁舒 肖笛

我看脱口秀是后知后觉
的，脱口秀演员杨笠爆火之后，
我追看起脱口秀的综艺节目，
一发不可收拾，于是第四季《脱
口秀大会》我老老实实按照每
周更新看起来，虽然算不得有
经验的人，可是还是有一点自
己的感想。

脱口秀作为一种艺术，创
作与创新是非常有难度的。
就像脱口秀演员李诞说的，每
个人都可以做五分钟的脱口秀
演员，而往往是这种看似没有
门槛的感觉，让新的表现方式
新的段子层出不穷，而这让已
经形成风格的老演员，往往觉
得无所适从，因为不论是他们
自己看待自身，还是喜爱的观
众看他们，都是带有期待的，越
有希望越容易失望。这是很容
易发生的事情，往往我们喜欢
一个人，就无理由地希望他或
她变得更好，或者是更好笑，或
者是写出让我们叹服的段子，
可是要知道，脱口秀也是一种
创作，形成风格已经很不容易，
还要在现有风格上形成突破，
这是非常有难度的，就像杨蒙
恩与杨笠，杨蒙恩去年可说是
非常惊艳，场场爆梗，今年他的
表现也是很可以的，但是我们
会觉得他没有之前好笑了。不
是他不好笑了，他也一直在突
破自己，可是我们觉得相比起
我们对他的期待，他没有达到
而已。

这对于脱口秀的老演员们
可以说是不公平的，可是多位
脱口秀的老演员，这一季都展
现出了更好的自己，有一种化
茧成蝶的惊喜。比如庞博，这
或许给很多职场老人一种激励
与范例，当你放下自己作为老
前辈的优越感，一切都会变得
轻松而愉快。无论是舞台还是
职场，过去的辉煌已经成为过
去，无论是“脱口秀大王”还是
职场老人，我们总得从高台上
下来，继续为自己的下一个辉
煌拼尽全力，而不能安坐高台，
不思进取，还对后起的年轻人
冷言冷语，我怎样时你还是个
吃奶的孩子。想要成为厉害的
人，就要抛掉所有的荣耀，轻装
上阵，才能跑过其他人啊！

回过头来说说下一个感
受，杨笠是否比去年更好了
呢？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
题。我个人来看，是更好了的，
去年的她是神采飞扬才思文
涌，今年的她经历了更多，也更
加沉稳了。整个气质是沉下来
了，可是她的创作并没有停止，
而是更加深入了，时有惊人之
语，她已经不那么在乎你笑不
笑了，而这是现在演员讨好观
众的方式，逗得观众哈哈大笑
才算成功，不论我是带着吉他
还是什么，可是笑过之后，没有
余味。杨笠的脱口秀是为了展
示一种生活体验，一种自我的
感受与表达，想要完整地表达

更多女性的困境。我很好奇杨
笠没有婚姻的经历，为什么能
那么精准地找到那种感觉，“我
就喜欢那种踏实的生活，我已
经明确地知道他就是不爱我
了，可是他再也逃不掉了。”“结
婚了我也就是踏实了，因为我
再也不用去认识别的男人了。”
这些只有走进婚姻的女人才能
理解的点，就被她这样轻易说
了出来，晚上反复看了两遍杨
笠的表演，不禁感叹，杨笠这样
迅速地完成了进化，她变得更
加高级了。

还想说说，关于创作人的
感受。虽然我算不上真正的创
作人，可还是感受到脱口秀演
员作为一种创作人想要表达的
欲望，我就想说自己想说的东
西。可能这个东西不讨巧，不
好笑，可是我不吐不快，不说我
心里就会难受。就像 ROCK
关于自己抑郁症的脱口秀，我
觉得这就是他当时最想说的东
西，最想与观众分享的东西，虽
然不一定得到认可，但是我说
了我写了，我舒服了，这是属于
创作者的快乐。

最后想说，《脱口秀大会》
看了几季也看到一些演员的
变化，人在变化是很正常的，
很少人能够保持自己不变，更
多人是在进化的。可是这种
肉眼可见的进化是好是坏就
不好说了，比如豆豆的显而易
见的油腻。

脱口秀的快乐
□周穆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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