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艺术
审稿：朱长青 责编：刘振华 版式：李 萍 总检：朱建平 2018年2月10日 星期六

楚木湘魂

“滩平水浅，难藏有角蛟龙。”有一些人
是注定不能守着一个地方终老的，譬如回
楚佳。他是 70 后，自称老回。他属于瑶
族，在隆回的白马山上出生，生命中的前三
十年，都隐没于山水云雾中。这构成了他
一生的伏笔，此后他的诗、书、画，无不盈溢
了山水自然的灵动。

回楚佳五岁丧母，没娘的孩子在弯弯
的山道上显得格外孤伶，这是他人生中所
遭受的第一个重创，也成就了他骨子里百
折不挠的韧性。因为他在同龄孩子中木秀
于林，父亲及族中长辈，满心盼望他从书中
赢得千钟粟。然而家里穷，他不得不从重
点中学辍学回家，学而优则仕的梦想如流
星陨落。此后，他眨动着一双明亮的眼睛，
走进黑黑的矿道，成为一名采煤工人。从
幽深的地底下走出来的回楚佳，不粗俗，不
苟且，洗去煤灰尘土，仍然是扑面而来的秀
才之气，一开口仍然是颜筋柳骨，一闲下来
仍然是紧握一支画笔。

弱冠之年，回楚佳徘徊在河北美院的
门口，他渴望走进那扇门去，但是囊中羞
涩。从山里走来的求知若渴的心，最终没
能如愿以偿。他太希望留下来，感受和沐
浴这块土地在画文化上的底蕴。蓦然回首
时他看到了一个叫“乾坤武馆”的招帖，便
鬼使神差地走了进去，聊为托身之计。此
后一年里，他使枪拖棒，渐渐书生弱质有了
些梁山好汉的风范，一顿能吃一大碗拉面
和七个馒头。一年武夫生涯，给他的书画
人生添上一抹传奇色彩，也给他的书画揉
进了一股阳刚之气。

几经职业变迁，回楚佳始终不能安分
下来。他确定自己对笔墨纸砚有超乎一切
的向往，他的灵魂始终要在七彩的颜料里
才能平静。掐指从秦皇汉武算到如今，以
书画于世间安身立命者，能有几人？但一
个人当某种愿望足够强烈的时候，他便有
了战胜一切的勇气。对于回楚佳来说，所
吃过的苦，无非是一把快刀所必须经历的
磨砺，无需感慨，不必唏嘘。所以即使在下
岗待业，为生计而上下求索的日子里，他仍
然充满艺术的优雅和超然物外的坦荡。他
坚持不懈所做的一切，只为了童年的一个
梦想：书画家。

失落在河北美院的梦，在北京画院石
齐工作室得到了弥补。再后来，回楚佳先
后被选入北京师范大学高研班、文化部中
国山水画创作院高研班学习。在北京师范
大学山水画高研班学习的日子，回楚佳专
心致志地画他的花瑶，画那里的苍山如海，
画鸟鸣深涧，画那里的春夏秋冬和花瑶故
事。导师周俊逢后来有所感言：情与草木
交融，自然美景滋生了他的艺术情愫，乡土
风俗给予了他的创作灵感。导师张建国说
回楚佳的画： 拙朴淳厚，苍茫野逸，既有
南方画风，亦有北方格调。2016年，“乡里
乡亲——回楚佳国画展”在中国国家画院
国展美术中心隆重展出。名动京城，衣锦
归来。

从湖南到福建、从云南到贵州、从太行
山到黄山，回楚佳万水千山走遍，不断地探
索生活与自然。他走的是一条风雅卓绝的
路，但同时也是一条极难有出头之日的
路。然而，他竟然从茫茫人海中脱颖而出
了。谁能预料到，当年白马山上的倔强少

年，转身成为名噪一时的职业书画家。
2016年12月，回楚佳的《不雨山长润》

入选《美术报·山水画百家》，在杭州西湖区
中国湿地博物馆展出。卧虎藏龙的艺术大
堂里，回楚佳依然是光彩夺目的，同时也是
低调而方正的。数十次全国、省级大赛的
获奖经历，让他对荣誉已经习以为常。

回楚佳的画，入高堂之室，也不拒绝飞
入寻常百姓家。他简直像丰子恺笔下的垂
柳——高而能下，高而不忘本。用一支注
满感情的笔，将他所拥抱过深爱过的山，追
过梦过的云，送到紫陌红尘的小轩窗下，市
井里许多地方骄傲地挂着他的画。隆回北
面的乡友偶然遇见，不禁油然而生惊喜及
自豪之情：这是我们北面的画家。

孟子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但这只
是对平庸者而言。天资聪颖兼后天勤奋者，
并不在此列。回楚佳在山水画中逐渐闯出
一条路的时候，他的字亦声誉日隆，尤其小
楷，令外行者觉得精美，内行者感叹其技艺。

全国第二届楷书展亮相河北博物院。
回楚佳的楷书，赫然在目，被天下人共赏和
传颂。其点、撇、钩、提，在舌尖上被反复品
味。其线条、疏密、收放，在笔尖下被频频
模仿。权威刊物《中国书法》重点评述了回
楚佳的字：在传统的基础上打破常规。这
是回楚佳的骄傲，也是隆回人的骄傲。

其实不止书法，不止绘画，回楚佳还涉
猎文学、诗联、篆刻、民间文化等等，并且皆
有小成。文学是书画的扩展，书画是文学
的深入，回楚佳在一个相辅相成的世界里
蒸蒸日上，不肯辜负半寸光阴。他在峰巅
极目，摘星托日，将生活与艺术，滋养得血
肉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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