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鸟画中写意较难，不但难
在笔墨语言的铺陈，更难于意境
意蕴的营造。在中国传统天人合
一的哲学观、美学观影响下，中国
绘画最讲求意境，基于“三远法”
构图美学的大写意山水画具备天
然的空间维度优势，比较容易形
成空旷、悠远、清灵且有带入感的
意境。而由于重视中景、近景具
体物象的摹写，大多数写意花鸟
画注重生动活泼的场面塑造，乐
在花鸟意趣、花鸟情态的美学表
现上下功夫。荆桂秋近年来的大
写意花鸟画，主要以黑龙江自然
生态环境为母题，既在笔墨语言
技巧上推陈出新，又对作品意境
意蕴的开拓有新的提升。他的画
风兼容南北，笔墨设色又与龙江
地域风貌契合而自成一派。这就
更需要他在承袭中国画传统的历
史积淀上化古为今，化古为我。

明丽清雅之色

写意花鸟设色的明丽清雅是
难得的，关乎作品的意境是否合
乎中国传统美学的内蕴与气质。
中国画材料的特点对画家设色把
控能力有极高要求，尤其是写意
花鸟画。墨花墨禽虽然雅致但是
意境过于清冷，少了花鸟生机；而
在设色花鸟的实践中，如稍有不
慎，矿物质颜料在宣纸的多余着
色又很容易让画面落入艳俗。荆
桂秋的花鸟画设色有格调高雅的
文人画特点：以墨辅色，摒弃华
艳，追求在明丽清雅中显现勃勃
生机。湿笔大巧若愚，酣畅淋漓，
少用干涸渴墨，使人直面作品时
有清风扑面、清泉洗心之感。笔
者以为这种恰到好处的笔墨和色
调的把控能力除了需要画者具备
多年创作的审美积累以外，更来
自于画家“造化钟神秀”的心境。
荆桂秋热爱生活、热爱自然，因而
以鲜活的物象、明丽的色彩遣意
抒情。

生趣盎然之境

荆桂秋写意花鸟画的意境在
于动静适宜、生趣盎然。而形成
这种局面除了笔墨设色的功劳以
外，更在于画者在构图安排上举
重若轻的良苦用心。荆桂秋非常
重视取法自然，对景写生，并在此
中探寻独属于自己的构图心法。
尽管前人已将大写意花鸟画语言
系统推高到难以找到薄弱环节的
程度，然而，荆桂秋一改前人重点
线节奏，少块面对比，“计白当黑”
而虚灵少饱满的传统花鸟画写意
观念，结合龙江自然生态特色，营
造一种禽鸟与花木互动，视角相
对开阔的“三远法”满构图。这正
符合龙江大湿地、大森林、大草原
和一望无际田野丰收的自然风
貌。并且，他的画面中多是众鸟
众禽的完整生态图景，在静态的
二维纸面中描绘了动境，恰似庄
子所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而
这正是艺术境界的静中见动，动
中见静。

文墨诗心之气

荆桂秋的写意花鸟画遵循徐
渭、石涛以来“笔墨当随时代”的
传统。此外，他在作品形式风格
上追求当代文人画的意蕴。他的
画作每每有诗文题跋，均为本人
诗意的创作和题写，体现出他丰
厚的传统文化学养。画者本人深
受潘天寿等中国画大家的学术影
响，认为中国画家应当以中国传
统文化理论不断滋养创作，如此
才能促进作品格调和品味的不断
提升。他经常研读中国传统画
论，撰写理论文章，至今已撰写中
国画创作的学术论文数十篇，在

《中国艺术》《美术观察》等美术核
心期刊发表，积累了大量的理论
研究成果，在画家中实为难得。
这些内在的素养必然潜移默化地
外化于创作当中，使他的写意花
鸟画具有文墨诗心之气。

韩愈曾说：“欢愉之词难工，
穷苦之言易好。”荆桂秋是黑土地
养育起来的艺术家，他笔下的写
意花鸟画恰是龙江广袤自然生态
下生机勃勃的欢愉之景。他性格
开朗，笔耕不辍，创作热情饱满，
他在继承传统中突破视觉方式的
藩篱，以物我同一、天人互动的神
思去创造和升华出动人的画境，
进而使自身的写意花鸟画形色染
乎于情，笔墨顺应时代。

生趣盎然
花鸟诗心

浅谈荆桂秋写意花鸟画的意境之美

□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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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勇的诗歌美学在当下总能注杨勇的诗歌美学在当下总能注
入新鲜的生命活力入新鲜的生命活力，，诗人始终在传统诗人始终在传统
和当代的前行地带不断探索新诗古和当代的前行地带不断探索新诗古
意意，，专注于凝神练字熬古韵专注于凝神练字熬古韵，，词锋锐词锋锐
利简洁毫无钝感利简洁毫无钝感，，句式收束后韵味悠句式收束后韵味悠
长长，，给人留下一种给人留下一种““曲中人不见曲中人不见，，江上江上
数峰青数峰青””的妙境的妙境。。我们可从杨勇诗集我们可从杨勇诗集

《《镜中的浮士德镜中的浮士德》》中窥探一二中窥探一二。。

作为十三节《三行诗》的第二节，
开篇奇突，未见雪时，“还是冷”三个
字一股冷意袭来，“幽蓝的雪野横过
月夜铺毡子”是吞吐天地的气场。“遇
到山林时它飘起”，相比于“横过”和

“铺毡子”的迅猛之势，“飘起”二字做
了减速，营造出轻盈与绵延的视觉效
果和艺术氛围。这几个动词使得诗
句有了玲珑剔透的生气，让静态雪景
的画面感活跃起来。在北方，寒冷的
日子比温暖时要漫长，诗人眼中更多
的是一幕幕盛大的苍凉，无边旷野荒
寂，而心中则站起一颗老松树的孤独
与坚定，那便是写诗吧。

黑暗与雪，是杨勇诗歌里歌咏不
尽的主题与意象，在思考生命与生存
的本质向度上，他用诗意来逼近深处
的虚无与寒冷，像他的摄影一样。“黑
鸟梦里颠簸”，一个特写式的镜头意
味深长，和“雪野”形成巨大与渺小的
对比。“一两声寥落”，是古意的寥落，
今朝的寂寞，空荡荡绵延无尽。身处
于黑暗，不见灯火，就是迷途。

“散漫脚窝藏着天地深深浅浅的
空响。”用在诗的结处，效果见妙，韵
味如“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空
旷，如“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
行处”的惆怅，如“孤舟蓑笠翁，独钓
寒江雪”的孤寂。“空响”二字反衬天
地之间的安静与虚无，衬得整个画面
更加生动，脚步之声似乎是打破沉寂

的，实际上是以局部的暂时的响反衬
出全局的、长久的空。

对杨勇来说，他看到身体里黑暗
的部分，也看到不完整世界的真实不
虚。他以现实主义的眼光介入到自
我与世界的冲突之中，不断寻找着一
种救赎与明亮之路，“空响”是留下了
自己的印迹，也使得黑暗里发出了回
声，诗人面对着自己，也面对着全人
类。

这种三行为一小节的诗在他的
诗集《镜中的浮士德》里还收录了很
多，两行为一段或者三行为一段的句
式也是杨勇搭建诗歌结构的特色，很
像是对古典诗歌形式的现代构建，有
绝句与律诗的起承转合，有对仗，有
词的长短句般的格式，句式工整有章
法。诗歌中三个字的小排比句式，也
很有词的形式意味，比如《黑·津·京
笔记》中的“风一吹，就掩面，就皱眉，
就堕落”，《灵隐诗章》中“仍旧是颜，
仍旧是色，仍旧是香”，《霜降记事》中
的“尘世里，一些野兽奔，一些落叶
游，一些毛衣走”，不禁让人想起“一
川烟雨，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的句
子。诗歌中三个字的动宾短语，文字
简练而节奏感加强，有武侠小说的味
道，非常灵动，比如《秋诗》中的“她卸
绿衫，穿黄绸，换白袍，披黑氅”，《灵
隐诗章》中“转灵隐，登高峰，闻古钟”

“转青山，过栈桥，穿竹林，访施主”，
《调频》中“我从早春里挑眼光，减包
袱，拆栅栏，强颈椎”。

杨诗中字声配合严密，荡漾着独
特的行云流水般的节奏呼吸和音乐
质地，除上述列举之外，还有《秋诗》
中的“乌鸦鼓噪，白马嘶鸣，须臾幻苍
狗”“城市重声色，柳树仍婆娑”；《新
年作》中的“谁花衣一闪？谁愁肠百
结”……读起来都是朗朗上口的古典
韵味。

从来多古意，可以赋新诗。现代
诗换了一种主观的叙事方式，语言从
逼仄的空间里挣脱出来，获得无边的
张力，是更能表达现代人的精神的。
杨勇不断挖掘、探索汉语新诗的“汉语
性”，在古典美学范畴的传承中锻造
现代主义精神，建立起了个人特色的
写作话语，具有民族式的浪漫与力量。

从来多古意 可以赋新诗
□郭婷

2023 年的电视剧屏幕注定是不
寻常的。从开年伊始的《狂飙》到《三
体》到此后的《漫长的季节》，直到刚
刚播完的《不完美受害人》，电视剧市
场显然不知不觉地进入到了佳作“井
喷”的阶段。

进入“井喷”的标志，除了上面说
的大热剧外，还需要有演员出人意料
在某部戏中爆火，成为亿万观众瞩目
的焦点。比如《狂飙》里的张颂文，比
如《潜行者》里的“叶兴城”吴晓亮，比
如《无间》里的啜妮和奇道，比如《漫
长的季节》里的“马队”陈明昊、“哑巴
傅卫军”蒋奇明，这些演员塑造的角
色如横空出世，让人震惊。

当然，这一阵容里还包括了那
些已经声名显赫，现在又有着全新
出色表现的明星级演员，比如《欢
颜》里的廖凡、《三体》里的张鲁一、

《铁马豪情的日子》里的果靖霖、《曾
少年》里的张一山和关晓彤、《父亲的
草原母亲的河》里的谢园和涂们……
他们都和前者一起，构成了观众津
津乐道的谈资，进而推高了观剧的
人气和氛围。

影视佳作在某一时段“井喷”，通
常需要两大前提，一个是整个行业长
期以来对高品质创作的不懈追求，一
个是单位时间内佳作的集体性爆
发。人们为什么会觉得 2023年迄今
为止，内地电视剧的屏幕表现亮眼？
从《狂飙》开始，《三体》《漫长的季节》

《曾少年之小时候》《平凡之路》《云襄
传》《欢颜》《曾少年》……可以说是不
分题材、不分类型，各类剧集都有拔
尖儿的作品在这半年多的时间段里
涌现，且水平高得有点儿吓人。

类型剧当道的今天，剧集拍摄基
本都是顶着商业的条条框框跳舞，想
看到惊喜之作，拍摄者需要一点运
气，观众也需要一点运气。这方面，
除了前面提到的几部大热剧，两部剧
情带有关联关系的成长剧集——《曾
少年之小时候》和《曾少年》的出现，
有些让人吃惊：两部剧都有着纯正的

“当代京味儿”属性（而且是近三十年
的），不只讲述了少年人的成长故事，
也侧面讲述了北京这座古都在迈向
国际化都市进程中的风俗演进。其
中，《曾少年之小时候》抒发的不仅
是少年情怀，还有旧日情怀——对一
座城市过往的怀念，那些剧中频现的
年代的地标性元素，依稀让人看到了
该剧有铺陈“当代城南旧事”的审美
野心。

出色的情怀主题，以及演员团队
近乎天然的表演状态，不只使《曾少
年之小时候》跻身近年成长剧的塔
尖之作，还具备了一定的“国民剧”
气质，拓宽了观众范围。《曾少年》作
为有明星领衔的《曾少年之小时候》
的“后传”，于类型中见不俗，既遵循
了类型剧的市场审美，还承接了“前
传”中令人难忘的情怀思绪。“非
典”、地震、北京奥运等重大事件，传
呼机、不同品牌智能手机等细节元
素，都对应着人物身份和剧情环境，
细节上较为精准，对话接地气、贴合
角色年龄，这些都在成长剧中达到甚
至突破了摸高。

作为《人世间》之后涌现的表演
和剧情双重“抗打”的年代剧，《父亲
的草原母亲的河》所爆发的实力给人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不久前在
一次谈论年代剧的拍摄时，我提到过
早年的经典剧集《蹉跎岁月》。《父亲
的草原母亲的河》的出现，让人欣喜：
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在当今电视剧
创作中依然存在着、延续着。

好的题材、现代而又适度的影
像手法、强大的演员及制作团队、有
质感的细节、对历史和生活逻辑的
忠实……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会
扛起一部电视剧集的口碑。从这个
角度说，为时半年多的国产剧佳作井
喷，是由多年来创作者们一次又一次
的自我超越铺垫而来的，它们很像是
内地近年拍摄的优秀剧集的一次汇
演，既共同推高了制作行业精品的难
度，也使观众因此而受惠。

令人欣喜的国产剧
佳作“井喷”之势

□徐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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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冷，幽蓝的雪野横过月夜铺毡子。
遇到山林时它飘起。黑鸟梦里颠簸，一两声寥落。
没有微黄灯火，散漫脚窝藏着天地深深浅浅的空响。

（《三行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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