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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
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
时是熟时。”看完陈吉昌先生的数
十张大写意山水画，我很自然地
想起了郑板桥在55岁时写下的这
首诗。也许真正痴迷于艺术的人
都是相似的，又或者是代代前人
让后来者感到值得效仿——陈吉
昌在艺术成就上固然是不能和郑
板桥相提并论，但几十年来不间
断地画、日间挥写夜间思、画到生
时是熟时这些状态是何其相似！
特别是这几年来，他离开喧嚣的
京城，回到故乡新宁的那幢田园
小院里潜心钻研大写意山水画的
情形，让人既可感又可思……

陈吉昌，1951 年出生在新宁
县长湖村，1976 年毕业于湖南师
范大学艺术系。随之，做了地方美
术教师的他和师兄杨世友、师弟刘
运良一道，将湘西南的美术事业搞
得风生水起。他们的青春之火在上
世纪80年代熊熊燃烧，他们的绘
画冲出了象牙塔，冲出了“小我”，
走向民众……直到今天，新宁还是
湖南的美术强县，天南地北都有这

“三剑客”的弟子。
更值得称许的是，历经上世

纪80年代的激情奉献、90年代经
济大潮带来的冲击以及进入新世
纪之后各自命运的改变，他们皆
没有放下自己的画笔！陈吉昌甚
至是在年过五旬之后，考入北京
画院高研班，师从著名画家杨延
文研习中国写意山水。

是什么促使艺术家愿意一辈
子去投入那种经常感到痛苦，但
又时时觉得美好的劳动呢？我一
次次地在思索这个问题。沉浸在
文学艺术领域里越久，我逐渐感
觉到，首先是从艺者自己心灵的
召唤。良心的声音和对未来的信
念不允许他只是虚度光阴，而不
把那些丰富的思想与情感表达出
来。其次就是在长期的艺术磨砺
中，自然而然拥有的那种事业心、
使命感激励着一个人去经受磨难

创造奇迹。绘画，说到底是要建立
一种立足于沉思的生命呈现方
式，一种融进灵魂觉性活动的独
特心理形式。它真正要呈现的是
人生命的觉解——觉人所未觉
者，启人所觉者。

纵观陈吉昌的艺术旅程是比
较具有典型意义的：早年间他自然
是画常规中国画的一个人，经典的
梅兰竹菊荷、山水小景等是他的“纸
上常客”，固然是画得不错，但也只
能说是不脱传统程式化特点的常
品。然而渐渐地，我们可以看出来，
花非花、雾非雾、山非山、水非水的
洒脱、自由意向越来越浓烈，仿佛是
心头上原本紧系着的一个画囊被一
种神秘的力量给打开了，于是云啊、
风啊、雨啊、湿气啊溢了出来，一下
子就活泼灵动了！这是一个了不得
的开悟！是艺术生命的觉解！

不断增长的年龄和阅历使他
对艺术的感知力更加透彻：水墨山
水画经过数千年的积淀与传承，它
不仅仅是对“目”的，更是对“心”
的。也就是说它不是画给你看的，
而是画给你体验的，让你融入其中
而获得个体生命的感悟。

所以，当我看到这幅《夷江晓
色》，我没有对画家的进步感到大
惊奇。看得出来他已经更进一步
懂得笔墨之思不在于工巧而在于
心运，在于超越一切拘限的虚灵
胸怀。妙悟一到，枯笔干墨，既能

有烟润之姿，又能有俊逸之处，大
地山河匆匆一过，即便是丝丝露
白，却也是满纸风烟。

这幅画，整体极重“势”与“开
合起伏”的表达，以潇洒之笔发苍
浑之气，勾擦大胆，点面隐约，让
轻灵的墨韵在大写的晕染中纵横
飞度。素以草书见长的陈吉昌将

“中锋立骨”与“侧锋取妍”自由运
用，令大块的水墨与线相结合，忽
而重重落笔，压出山形之骨；忽而
提腕轻扫，抹出烟云之神。南方山
野的细密臻盛与北方山水的高枯
危耸他一并收入其中，使人感到
自然的幽微深沉与变化无穷。

令我反复琢磨的还有画面上
那几笔草草写就的茅草屋和江上
的一叶扁舟。茅屋，本是中国山水
画中常见的一个具有程式化特点
的道具，不足为奇，但陈吉昌将这
数椽茅屋画得似乎在云谲波诡中
立身不稳、岌岌可危，而那一叶扁
舟，又小到了几乎不能辨认的地
步。画家如此安排象征“人的存
在”的这两样物事，就不能不让我
默然寻思人的“小”和天地自然的

“大”在他这幅画中各自所占的比
例以及所代表的意义……

在绘画界，一直存在一种说
法，说画家只是那么随意一画，并
不是要表达什么，但评论者会呱
呱说一堆象征什么啊隐喻什么
啊，进行“过度阐释”。这样的说法

是具有一定道理，但在我看来，如
果一幅画看过，若只瞧见“墨分五
色”、“皴擦笔法”、“破墨、积墨”
等，那只能算是“看见”，离文徵明
指出的“观者当求之骊黄牝牡之
外”还远。我深信，“见”之后的

“现”，才是创作的最终目的。
因此在我看来这幅《夷江晓

色》图不只是要描绘一个幽静寂然
的世外桃源，正相反，那满山的风
声、缭乱的流云、飘摇的茅屋、飞渡
的小舟都让我想起古人与今人其
实并无区别的生命忧患与愁思：

“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
而友糜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
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
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
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诸如此有形式、有内容、有意
趣、有哲思的作品，陈吉昌还画了
很多。如若仅仅停留在这个境地，
也已经值得细加玩味，没想到，他
向着更“得意忘形”的境界奔去了！

……
陈吉昌的大写意山水画少有

传统文人画的渊深幽静，而是有
强烈的速度感、纵横气，似疾风暴
雨、狂涛怒卷，这可能与他的性格
和当前的心境有关。抑或是，他特
别注意要突破文人画恬淡软媚的
无力感，不过我倒觉得，面对当今
越来越浮华的画坛、面对越来越
多自我感觉“千金剑，万言策，两
蹉跎。醉中呵壁自语，醒后一滂
沱”的“愤青”，一个已经年过花甲
之人，“不恨年华去也，只恐少年
心事，强半为销磨”。为此，他能耐
得住寂寞，静处山中，苦练不辍，
但求日夜精进。凭此，已经值得我
们透过画面去反复思索他关于艺
术与人生的更多命题。前辈中，六
旬过后艺术生命更臻完善者比比
皆是，焉知，陈吉昌的大写意水墨
未来不会出现更为阔达的境界？

（张毅静，海南省美术杂志《新
海岸》副主编）

◆艺术论坛

日 间 挥 写 夜 间 思
——浅谈陈吉昌大写意山水画

张毅静

萧伟群
九岭龙盘，将风情神话一同托出；
双泉碧漾，看谷壑繁花全部铺开。

邹宗德
紫云袅袅，约满岭清风，倾听牧童笛韵；
古井盈盈，掬一泓碧水，浇开周子莲花。

胡贵程
鹭欢晴色，鱼戏岚光，水中偶有轻舟影；
志士励怀，云峰耸翠，耳畔时闻短笛声。

尹国忠
黄家碧水连天涌；翠岭青龙带雾翔。

程显武
天降神龙，布雨收云雄九岭；
地生奇树，飞花醉月媲三山。

傅家骥
山谷云杉，于龙岭千秋耸翠；
泉中翰墨，与莲池一脉流香。

傅翠兰
龙化云峰，披锦飞霞听笛韵；
泉融翰墨，吟风醉月涌莲香。

汤甜甜
茶树留云和雪煮；天龙逐日带霞栖。

刘芙花
钟声清肺腑，牧笛彻云霄，涛如虎啸千峰应；
秀水孕英才，灵山藏古寺，岭若龙盘四望雄。

段吉宏
四季莲花承大士；一山贝叶启蒙人。

陈立田
夏响清泉，秋红杂树，九岭九龙谁识面；
爱莲茂叔，作谱绿汀，一池一曲久闻名。

岳向珺
道济三湘，木揖紫云参太极；
龙盘九岭，茗肥翠岭煮烟霞。

孙芬云
客醉清泉流韵句；花飞仙足印禅心。

石佳峰
山高寺古紫云锁；九岭一池明月参。

李文林
九龙腾紫云，玉皇巡岳曾安驾；
一足勒青石，铁拐留痕可步仙。

刘逊贤
满岭烟云龙吐气；一池翰墨凤垂涎。

杨敏亮
濂溪洗笔，叹人去墨存，唯涟漪尤碧；
九岭寻龙，惊步留仙邈，觉刹那永恒。

朱振宙
红霞未瘦，绿草尤肥，九岭腾龙游碧落；
墨沼还香，文光不老，群贤遗梦种春风。

黎祜银
玉帝偏心，舍峨眉而远巫山，离衡岳再弃

雪峰，唯依此地雄天下；
紫云播爱，凭七祖以行善事，仗八仙欣留

足迹，长忆濂溪泽邵东。
朱亮辉

位显者迷，灵仙亦有糊涂事；
境清则豁，文脉长绵翰墨池。

曾沐阳
一水抛光浮画卷；九龙卧岭吻烟霞。

王爱武
此岭春深闻牧笛；那泉月静溢莲香。

宋明烨
盘踞九龙，十里云峰添瑞气；
传流韵事，千年泉眼透玄香。

欧阳飞跃
洗笔池边，周子遗风尚在；
步仙坛上，足痕神韵犹存。

陈桐君
云迷牧笛；月听莲池。

袁小伟
紫云峰上，闻七祖谈经，八仙奏曲；
翰墨池边，看船山论道，周子洗毫。

陈历章
紫云观里，佛祖传经，仙家论道；
翰墨池中，莲香涌浪，椽笔生花。

萧 慧
踏石足仙踪，碑立双泉留凤影；
品神池圣水，佛通七祖悟惮机。

袁安球
云绕神龙岭；莲开翰墨池。

彭作忠
紫云峰上祥云绕；洗墨池边翰墨香。

（邹宗德 整理）

邵 东 九 龙 岭

◆邵阳名胜楹联

绥宁县牛角尖尖舞蹈艺术文化中心创办
人龙玲艳是一位执着的舞者，她在民族舞蹈
世界逐梦前行，用汗水成就了自己的舞蹈人
生。她的代表作《黄桑姑娘》获得湖南省第十
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龙玲艳从小酷爱舞蹈，小学期间，她活跃
在各种舞台，动人的舞姿赢得了无数的鲜花和
掌声。1997年，她作为舞蹈特长生考入了绥宁
一中。高中三年，为了学习舞蹈，龙玲艳到武冈
拜师学艺。每到周末，在家人的陪同下，她奔波
于绥宁与武冈之间，风雨无阻，从不言苦。

通过专业培训，龙玲艳的舞蹈技艺不断
提高。然而，1999年高考，龙玲艳却阴差阳错
地考上了一所法官学校。四年大学生活，让她

的“舞蹈梦”戛然而止。在大学毕业后，龙玲艳
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在绥宁县长铺镇二小
当了一名舞蹈老师。教书十年，桃李满枝。

2013年，是龙玲艳人生当中一个重要的转
折点，她全程参与了绥宁县黄桑巫傩艺术团的
筹备和组建工作，并担任副团长和舞蹈总监，
专业从事舞蹈编创工作。她扎根苗侗文化，从
民俗中吸取营养，将大山的精气带入苗舞，用
肢体和最原汁原味的生活场景再现苗家生活
之美。2015年、2016年，她带队参加全省、全国、
世界排舞大赛，取得优异成绩。她编创的作品
分别亮相央视“我要上春晚”、星光大道、湖南
IPTV广场舞大赛、“欢乐潇湘”全省群众文艺
汇演、湖南省网络春晚等舞台，深受好评。

2017年，龙玲艳到北京舞蹈学院进修，既开
阔了眼界，又提升了艺术修养和审美情趣。为了
培养更多的民族文化传承人，为全国高等艺术院
校输送优秀人才，2018年3月，龙玲艳与人合作
共同创办了绥宁县牛角尖尖舞蹈艺术文化中心。
该中心是邵阳市唯一一家由市文联授牌的苗侗
文化传承基地，是中国舞蹈家协会授予的考级定
点单位，也是湖南教育电视台特约合作单位。

目前，该中心分别在寨市、东山、关峡等
地设立分校，先后有1000多名学员在中心或
分校学习。2018年，学员作品《春牛呈祥》入选
了广西电视台“八桂闹新春”节目；同年，学员
作品《苗妹妹》入选了湖南国际频道新春晚
会。2019年，牛角尖尖受邀走进北京人民大会
堂，学员们的精彩演出得到了老一辈艺术家
的高度赞赏。今年，学员作品《花儿朵朵向太
阳》入选了省教育电视台春晚。

这些成绩的取得源于牛角尖尖广大师生
共同的努力，也是龙玲艳用热情和执着坚守
这一方舞台的结果。

◆艺苑人物

龙玲艳：在民族舞蹈世界逐梦前行
李 斌 袁学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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